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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卷结构： 

解答题(包括证明题)6 小题，每题 10 分，共 60 分 

算法设计题 6 小题，每题 15 分，共 90 分 

二、考试范围： 

⒈ 绪论 

⑴ 考核知识点 

数据的逻辑结构与物理结构；抽象数据类型；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 

⑵ 考核要求 

1) 理解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和术语； 

2) 掌握抽象数据类型的表示与实现； 

3) 掌握算法的基本概念和算法的性能分析方法。 

⑶ 考核重点 

1) 数据的逻辑结构与物理结构； 

2)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 

⒉ 线性表 

⑴ 考核知识点 

线性表的抽象数据类型定义；线性表的两类存储结构（顺序和链式）的表示与实现；

线性表的两类存储结构的比较   

⑵ 考核要求 

1) 熟练掌握线性表的两类存储结构的表示及其基本操作的实现； 

2) 能对上述操作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进行分析； 

3) 熟练掌握在各种链表结构上实现线性表操作的基本方法，能在实际应用中选用适

当的链表结构； 

4) 能够从时间和空间复杂度的角度综合比较线性表两种存储结构的不同特点及其

适用场合。  

⑶ 考核重点 



1) 要求满足一定时间性能和空间性能的线性表的算法设计； 

2) 设计有效算法解决与线性表相关的应用问题。例如：实现两张线性表的按条件合

并，或一张表的有条件拆分、逆置、删除指定位置或指定条件的元素，或集合的相关运

算（并集、交集、差集），或约瑟夫环问题，或一元稀疏多项式计算器，等等。 

⒊ 栈和队列 

⑴ 考核知识点 

栈和队列的特性；栈和队列的表示及实现；栈在函数调用中所起的作用；栈和队列

的典型应用 

⑵ 考核要求 

1) 熟练掌握栈和队列两种抽象数据类型的特点； 

2) 熟练掌握栈和队列的实现方法； 

3) 深入理解递归算法执行过程中栈的状态的变化； 

4) 熟练掌握递归算法的设计； 

5) 深入了解栈和队列的特点，以便在实际问题背景下灵活运用栈和队列。 

⑶ 考核重点 

1) 递归算法的设计； 

2) 利用栈或队列解决相关的应用问题。例如：括号匹配的检验、算术表达式求值、

皇后问题、背包问题、迷宫问题，等等。 

⒋ 串 

⑴ 考核知识点 

串的抽象数据类型；串的表示与实现；串的模式匹配算法 

⑵ 考核要求 

1) 掌握串的堆存储结构以及在其上实现串操作的基本方法； 

2) 熟练掌握串的模式匹配算法； 

3) 串匹配的 KMP 算法； 

4) 了解串操作的应用方法和特点。 

⑶ 考核重点 

串的模式匹配算法。 

⒌ 数组 

⑴ 考核知识点 

数组的抽象数据类型定义和表示；特殊矩阵的压缩存储方法；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

方法及运算的实现 

⑵ 考核要求 

1) 熟练掌握数组的两种存储表示方法，掌握数组在以行或列为主的存储结构中的地

址计算方法； 

2) 掌握特殊矩阵压缩存储时的下标变换公式； 

3) 熟练掌握稀疏矩阵的表示方法及其运算。  

⑶ 考核重点 

1) 数组、特殊矩阵（对称矩阵、上/下三角矩阵）的地址计算方法； 

2) 稀疏矩阵的三元组顺序表表示方法及其快速转置算法。  

3) 能够从空间复杂度的角度分析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的优点及其适用场合。 

⒍ 树和二叉树 

⑴ 考核知识点 

二叉树的性质；二叉树的存储表示；各种二叉树遍历策略的递归和（先序、中序）



非递归算法；二叉树遍历算法的应用；线索二叉树；哈夫曼树及应用 

⑵ 考核要求 

1) 熟练掌握二叉树的性质，了解相应的证明方法； 

2) 熟悉二叉树的常用存储结构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3) 熟练掌握各种二叉树遍历策略的递归和（先序、中序、层次）非递归算法； 

4) 能灵活运用遍历算法实现二叉树的其他操作； 

5) 了解递归遍历过程中栈的作用和状态； 

6) 了解递归算法转化为非递归算法的常用方法； 

7) 熟悉树的常用存储结构及其特点； 

8) 熟练掌握树、森林与二叉树的转换方法； 

9) 了解最优树的特性，掌握建立最优树和哈夫曼编码的方法。 

⑶ 考核重点 

1) 二叉树的性质及其证明方法； 

2) 二叉树的递归遍历算法及其应用； 

3) 二叉树的非递归算法及其应用； 

4) 哈夫曼树的构建及编码。 

⒎ 图 

⑴ 考核知识点 

图的定义和术语；图的常用存储结构；图的两种遍历策略；图的典型应用：连通分

量和最小生成树、拓扑排序、关键路径、最短路径 

⑵ 考核要求 

1) 熟悉图的常用存储结构及图的构造算法； 

2) 熟练掌握图的两种遍历策略； 

3) 能应用图的遍历算法求解以下问题：最小生成树、拓扑排序、关键路径和最短路

径问题。 

⑶ 考核重点 

1) 图的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 

2) 应用图的上述遍历算法求解以下问题：最小生成树、拓扑排序、关键路径和最短

路径。 

⒏ 查找 

⑴  考核知识点 

顺序表和有序表的查找；静态树表、索引顺序表、二叉排序树、B+树和 B-树、哈希

表 

⑵ 考核要求 

1) 熟练掌握顺序表和有序表的查找算法； 

2) 熟悉静态查找树的构造方法和查找算法，理解静态查找树和折半查找的关系，掌

握次优二叉树的构造方法； 

3) 熟练掌握二叉排序树的构造、查找和删除算法； 

4) 了解二叉平衡树的维护平衡方法； 

5) 理解 B+树、B-树和键树的特点以及建树过程； 

6) 熟练掌握哈希表的构造方法，深刻理解哈希表与其它结构的表的实质性差别； 

7) 了解各种查找方法所适应的不同场合及等概率情况下查找成功的平均查找长度。 

⑶ 考核重点 

1) 折半查找算法； 



2) 二叉排序树的构造、查找和删除算法； 

3) B+树、B-树和键树的建树过程； 

4) 哈希表的构造方法及其与其它结构表的实质性差别； 

5) 各种查找方法在等概率情况下查找成功时的平均查找长度。 

⒐ 排序 

⑴  考核知识点 

插入排序、交换排序、选择排序、归并排序、基数排序 

⑵ 考核要求 

1) 深刻理解内部排序的定义和各种排序方法的特点、所适应的不同场合，并能加以

灵活应用； 

2) 了解各种方法的排序过程及其依据的原则； 

3) 掌握各种排序方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和稳定性分析方法； 

4) 能从“运行时长”、“关键字的比较次数”、“数据元素的移动次数”三方面分析各种

方法的时间性能。 

⑶ 考核重点 

1) 分析各种内部排序算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和稳定性； 

2) 从“运行时长”、“关键字的比较次数”、“数据元素的移动次数”三方面分析各种内

部排序算法的时间性能； 

3) 典型内部排序算法的特点、算法实现、所适应的不同场合及应用：希尔排序、快

速排序、堆排序、归并排序、链式基数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