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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函数相关
参数传入
函数的递归调用

2 指针
指针前瞻
地址和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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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传入

C 语言的传参方式

在 C 语言中，理论上只存在一种传参方式：传值引用，例如：

传值

1 void minus(int x){

2 x=−x;

3 }

4 //调用
5 int a=3;

6 minus(a);//minus(3);

上面的写法中，在调用 minus(a) 时，相当于将 a 的值复制
了一份给了新的变量 x，它们是完全无关的变量，因此最后 a

的值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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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传入

传指针

我们常说的传指针等，其实本质上也是传值引用。

传值

1 void minus(int ∗x){

2 ∗x=−∗x;

3 x=−x;

4 }

5 minus(&a);

这里的 x 是一个指针变量，里面存的值是地址；在 64 位下，
可以认为是一个 longlong 整数。调用 minus(&a) 的时候，
新开了一个 x 变量，存入了 a 的地址，因此在第一句的时候，
我们直接修改了 a 所在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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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递归调用

从快速幂说起

大家最早接触递归这个概念，可能是从高中讲递归公式说起的。

an =

{
an−1 × a n > 0

1 n = 0
(1)

我们发现，事实上递归的重点在于，求解同一个问题，仅仅只是
换了一个参数。因此，我们可以自己调用自己，因为问题的形式
是一样的，只是参数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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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递归调用

递归式快速幂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优化

an =


a

n
2 × a

n
2 n ≡ 0mod2

a
n−1
2 × a

n−1
2 × a n ≡ 1mod2

1 n = 0

(2)

这就是递归式的快速幂。之前实验课上讲过非递归的，相当于按
位加权；递归式的相当于秦九韶展开。
同样地，这里的递归也满足上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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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递归调用

快速幂代码

递归式快速幂代码实现

1 int quick_pow(int a,int n){

2 if(!n) return 1;

3 int ans=pow(a,n/2);

4 if(n&1) return ans∗ans∗a;

5 return ans∗aans;

6 }

这就是根据上面的递推公式得出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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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递归调用

误区

需要认识到的：

递归不一定存在一个线性减小的变量

递归甚至不一定存在一个减小的变量

递归不等价于解决递推公式的求值问题

递归的真正含义，是解决一套形式相同、参数不同、出口可达的
子问题。
类似于数学归纳法，只要每一步都正确、出口也正确，那么整个
递归过程就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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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递归调用

二进制转换

递归转二进制

1 void dec2bin(int a){

2 if(!a) return;

3 dec2bin(a/2);

4 printf("%d",a&1);

5 }

之前有同学这么写，原理在于：二进制转换是从高位到低位的，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递归过程：

1 输出除了最低位以外的二进制
2 输出最低位
同样发现，第一个子任务和主任务的形式相同，仅仅是参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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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递归调用

Eculid 辗转相除法

递归实现

1 void gcd(int a,int b){

2 if(!b) return a;

3 return gcd(b,a%b);

4 }

同样地，满足形式相同、参数不同原则。辗转的理由在于，递归
出口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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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前瞻

概览

程序的虚拟内存空间是一个线性结构，或者可以类比成是一个很
大的字节数组。
是数组，那么就有下标，也就是常说的地址 (address)

下标可以用变量来存，地址也可以用变量存，这样的变量就叫做
指针 (pointer)

（广义来说，存下标的变量都可以叫指针，但是是逻辑上的；课程
上的指针一般指专有名词）
指针的大小由机器的配置决定，常说的 32 位和 64 位。

谢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学院

第二次习题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相关 指针

指针前瞻

指针的定义

然而，内存显然不能只用字节来划分。
比如 char 型的信息，一个占一字节；但是 int 型的，一个
占 4 字节。
因此，我们要对指针进行类型的划分；不同类型的指针，移动的
单位不同，也最好不要混用。

指针的定义

1 char ∗a;

2 int ∗b;

3 short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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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前瞻

指针的使用

指针初始值

1 char ta;

2 char ∗a=&ta;

3 int tb;

4 char ∗b=&tb

就像我们不能随便拿一个值来当数组下标一样，指针也应该有个
初始值。取得变量的地址需要用 &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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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前瞻

指针的使用

指针取值

1 char a='3';

2 char ∗pa=&a;

3 ∗pa='1';

用 * 号来访问地址所指向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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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前瞻

指针的运算

主要是加和减

1 int ∗a;

2 char ∗b;

3 short (∗c)[10];

4 a+1 b+1 c+1

在内存中，a 加了 4，b 加了 1，c 加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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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前瞻

指针和数组

用数组为指针赋值

1 int a[10]={0,1,2,3};

2 int ∗p=a;//∗p=&a[0]

3 p[3]=4;

4 //x[a]=∗(x+a)

数组的名称，是一个数组元素型的地址，指向数组首地址。
最后一行的等式非常重要。根据最后一行等式，我们可以将
p[3] 写成 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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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前瞻

指针的读法

形式化表述

1 char a[10][20][30]; >>> char aa[20][30];

2 char (∗pa)[20][30]=&aa; pa=a[0];

3 int (∗b)[10]; >>> int bb[10]; b=&bb;

4 int ∗(c[10]); >>> int ∗cc; c[0]=cc;

根据优先级，由内而外消解。
只判断是否正确，不要太死磕含义。
最重要的是判断 siz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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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和溢出

形式化表述

1 char a[16];

2 char b[16];

3 char c[16];

4 scanf("%s",c);//不用加&

5 gets(b);

6 gets(a);//只传入地址
7 puts(c);

都输入长度为 16 的字符，会导致溢出，输出整个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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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和溢出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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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和溢出

siz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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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和溢出

感谢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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