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0 卷第 2 期
2 0 0 6 年 6 月

西昌学晓学报
·

有然科学版

J
o u rn al o f Xie h an g Co l l e ge

·

N t au r al Se i e n e e E di t io n

V ol
.

2 0, NO
.

2

Ju n
. ,

20 0 6

浅谈 C 程序设计中的数据定义

罗爱萍
,

黎

(西昌学院经管系
,

四力f

华

西 昌 6 15 0 1 3 )

【摘 要】c 程序设计中用到的变量要求先定义后使用
,

如果在程序中变量的数据类型定义不恰当
,

将直

接影响程序的正确性
。

本文以两个程序设计中的数据定义问题为例说明了正确定义数据类型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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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规定
,

程序中所要用到的变量应该先定

义后使用
,

因为 C 语言在定义变量的同时说明该变

量的类型
,

系统在编译时就能根据定义及其类型为

它分配相应数量的存储空间
,

故而在 C 的程序设计

中都应对所用到的所有变量进行正确和恰当的定

义
。

在具体教学中我发现许多同学在设计 C 程序时

常常没有注意进行正确和恰当的数据定义
,

甚至有

些书上的程序也忽略了这个问题
。

一
、

注意正确定义数据类型

在编程的过程中除了要定义数据类型外
,

还要

注意这种类型数据在 内存中占用的宽度
。

以下我们

来看两个例子
。

例 l :
求

n !
。

即计算 1 x Z x 3 x … x n
(本例选 自

《c 语言程序设计》 田淑清等编著高教出版社
,

2 004

重印版 P5 5 例 5
.

4 )

程序如下
:

m a i n ( )

{ i nt i
, s , n ;

s = l ;

p五n if (
“
E n t e r n : ”

) ;

s e a n f (
“
% d

” ,

& n
) ;

fo r
( i

== 1 ; i < = n ; i + +
)

s = s * i ;

p d n if (
“ s = % d \ n ” , s

) ;

1

这是一个较为简单的程序
,

从程序的语法上和

逻辑上来看都没有任何的错误之处
,

可运行这个程

序你会发现当
n
取 1 一 7 之间的任意数时

,

该程序结

果都显示正确
,

但当
n
取 8 及以后的任意数时运行

结果变为负数或 0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看看

这个程序的数据定义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

当计

算 7 ! 时结果为 5 0 4 0
,

而计算 8 ! 结果应为 4 0 320
,

可

存放结果的变量 S 在程序中定义为基本整型数据
,

在内存中占用 2 个字节
,

表示范围为
一 3 2 7 68

-

3 2 7 6 7
,

可见从计算 8 ! 起运行结果就溢出了
,

故而不

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

例 2 : m a i n ( )

{ e h a r e l
, e Z ;

e l = “ a ” ;

e Z 二
“
b o o k

” ;

p ir n if (
“
% e % e ” , e l

, e Z ) ;

}

以上这种类型的错误经常出现在学生编写的程

序中
,

在定义数据的时候将
。 1

、 c Z 定义为字符型变

量
,

而字符型变量在内存中占用 1个字节
,

只能存放

一个字符
,

后面赋值时却又给它们分别赋了长度为

2 和 5 的字符串
,

故而
c l

、 CZ 变量也不能存放所赋

值
。

二
、

如何进行正确的数据定义

1
.

弄清 C 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

uT br 0 C 的数据类型可为以下几种
:
整型 (int )

、

浮点型 (fl
o a t )

、

字符型 (
。 h a r

)
、

指针型 ( * )
、

无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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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o i d )以及结构 (

st r uet )和联合 (
u nio n

)
。

其中前五种

是 u Tb r
o C 的基本数据类型

。

整型又可分为
:

有
、

无

符号基本型 (
si gned1 u n si gnedi nt )

,

有
、

无符号短

整型 (
5 1,

e d . u n s i邵
e d s h o rt i n t )

,

有
、

无符号长整

型 (
51卯 e d 1u n s i g n e d l o n g i n t )

。

实型变量又可分

为
:
单精度型 ( n oa t )

、

双精度型 ( d
o
ub l e

)和长双精度

型 ( l
o n g d o u b le )

。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只注意记住类型名
,

在具体编程时常常忽略了这种数据类型 占用宽度

和所能表示的数值范围
,

在上面的例子 1 中我们看

到就是因为没有注意数据类型的表示范围造成的

程序运行结果错误
。

而例子 2 中就完全忽略了字符

型变量占用宽度只能为一个字节
。

2
.

正确定义数据类型

在弄清 C 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和 占用内存空

间及表示范围的基础上
,

在具体的程序设计时就要

注意选择正确和恰当的数据类型
,

确保存人的数据

不会因宽度不够而出错
。

我们来看看上面例子 1如何修改
,

要想正确的

编写此程序
,

存放结果的变量 S 的数据类型应该是

占用内存空间较多的数据类型
,

这样才能存放较大

的累乘结果
。

比如将 S 定义为 un is gn ed lon g 或者是

d on bl e ,

并且此题中
n
的取值也应给定一个限定才

能保证程序运行的正确性
。

故该程序应作如下修改
:

m a i n ( )

{ i n t i
, n ;

d o u b l e s ;

s == l ;

p d n t f (
“ E n te r n : ”

) ;

s e
an f (

“
% d

” ,

& n
) ;

fo r
(i

= l ; i < = n ; i + + )

s 二 s * i ;

p ir n t f (
“ s = % f \ n

)
” , s

) ;

}

对于例子 2
,

因在 c 语言中没有专门的字符串

变量
,

如果想将一个字符串存放在变量中以便使用
,

必须使用字符数组才行
。

故例子 2 的程序可做如下

修改
:

m a i n ( )

{
c h ar c Z [ 5 1 = {

“
boo k

”

} ;

e h a r e l ;

e l 二
` a ’

;

p找n tf (
“
% e % s \ n

)
” , e l

, 。 2 ) ;

}

结论

从以上例了中可见
,

在 C 程序设计中除了要使

程序的逻辑
、

语法和结构等都正确外
,

还要注意定义

正确的数据类型
,

考虑每种数据类型占用的内存空

间和所能表示的数据范围
,

这样才能保证程序设计

的正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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