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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程序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 对数据的描述。在程序中要指定数据的类型
和数据的组织形式，即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2) 对操作的描述。即操作步骤，也就是算法
(algorithm)。

数据是操作的对象，操作的目的是对数据进行加
工处理，以得到期望的结果。打个比方，厨师
做菜肴，需要有菜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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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定义：标识变量名、符号常量名、函数名、数组名、

       文件名的字符串序列——名字。

❖命名规则：

⚫只能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且第一个字符必
须是字母或下划线

⚫大小写字母含义不同，一般用小写

⚫不能使用关键字

⚫TC允许最长32个字符，建议长度不超过8个字符

❖使用：先定义、后使用

标识符应该“见名知意”，如 total , max
标识符应该“不宜混淆”，如 l与1 , O与0

这些标识符合法吗？
1A、M.D.John、￥123、#33、

Tatol、int、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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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也称为保留字，在C语言中具有特定含义，专门
用作C语言特定成分的标示符，关键字不能作为 用户标
示符。

 int if ✖  int int✖

 void char short int long float double

signed unsigned struct union enum typedef auto

static extern const register return if else

switch case default do while for break

continue goto sizeof volatile inline restrict _Bool

_Complex _Imag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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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练习

 1. 在C语言中，下列标示符中合法的是（A）

 A  _int

 B  3in1-3

 C  A_B!D

 D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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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练习

2. 下列选项中，均是合法标示符的选项（C）

A  _a         void      zhangsan

B  5.2       5.2         include

C  _888    fun        _INT

D  -12      const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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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常量与变量
3.2.1  常量和符号常量:

❖定义：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不能被改变的量（常数）

❖分类：直接常量、符号常量

类型 示例

整型常量 12 、 0 、 -3

实型常量 4.6 、 -1.23

字符常量 ‘a’ 、 ‘b’ 

符号常量 PRICE 、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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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define  price  30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
int num;

     float total;
num=100;
total=num * price/1000;

printf("total=%d thousands",total);//如果此处用%f呢？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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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大写字母： PRICE 、 PI

◆定义格式：  #define 符号常量   常量

◆其值在作用域内不能改变和再赋值。

例2  符号常量举例
#define   PRICE   30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um,total;

num=10;

total=num*PRICE;

printf("total=%d\n",total);

return 0;

}

total=300

运行结果：

符号常量的优点是：
见名知意、一改全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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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符号常量的使用 

#define PI 3.14159  /*定义符号常量PI，其值为3.14159*/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按照小数格式输出2*PI*1的值*/ 

printf ("半径是1的圆的周长是：%f\n", 2*PI*1); 

printf ("半径是1的圆的面积是：%f\n", PI*1*1); 

/*按照小数格式输出PI*1*1的值*/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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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变量: 

❖  定义：其值可以改变的量。

❖  定义格式：数据类型  变量名； 

❖  变量应该有名字，并在内存中占据一定的存储单元。 

❖  变量名和变量值有不同的含义

⚫变量名实为一个符号地址 

a

3

例4   变量的使用
int main()

{

int a;

a=3;

printf(“a=%d",a);

return 0；
}

变量名

变量值

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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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以字节为单元组成

❖每个字节有一个地址

❖一个字节一般由8个二进制位组成

❖每个二进位的值是0或1

 内存：字节和位

❖世界上只有10种人，一种懂二进制，一种不懂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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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字节和位

十进制
数字

0 1 8 10 20 100 -1 -8

二进制
数字

0 1 1000 1010 10100 11001
00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11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11110
00

八进制
数字

0 1 10 12 24 144 61142
30461

60140
30061

十六进
制数字

0 1 8 a 14 64 31313
131

30303
031

十六进制数字的10-15依次表示为：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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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字节和位
#include<stdio.h>

//itoa函数不是标准的C语言库函数，可能在某些系统下未得到实现
//此例子仅供参考学习使用，不要求理解和掌握
int main()

{

int a = 0;//1 8 10 20 100 -1 -8

char s2[25],s8[25],s16[25];

itoa(a,s2,2);

printf("%s\n",s2);

itoa(a,s8,8);

printf("%s\n",s8);

itoa(a,s16,16);

printf("%s\n",s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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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整型数据
3.3.1  整型常量（也称整数）
可用以下三种形式表示：

(1) 十进制整数：由数字0~9和正负号表示。

如 123,-456,0

(2) 八进制整数：由数字0开头,后跟数字0~7表示。

                如 0123,-011

       例如：0123表示八进制数123，即(123)8，

       其值为：1×82+2×81+3×80，等于十进制数83。

-011表示八进制数-11，即十进制数-9。

(3) 十六进制整数：由0x开头,后跟0~9,a~f,A~F表示。

                如 0x123,0xff

       例如： 0x123，代表十六进制数123，

       其值为：(123)16=1×162+2×161+3×160=256+32+3=291。

-0x12等于十进制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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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整型变量的存放形式

图a：数据存放的示意图 图b：数据在内存中实际存放的情况

例如：int a=3;               /* 定义a为整型变量 */

a=3;                    /* 给a赋以整数3 */ 

整型变量正负数的转化参考 附录的3.3.2及3.3.3
方法：首位0变1，其他位取反，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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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整型变量的取值范围(共4个字节即32位)



程序设计I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整型变量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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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型变量：4个字节

 取值范围-2147483648 - 2147483647

最大值，231-1

最小值，-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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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1：要先定义，后使用 ——强制类型定义

一般定义格式： 

  数据类型          变量名1 [,变量名2,…,变量名n];

（1）int num; 

          num=100;

（2）int num =100; 

（3）int a，b，c=5;

表示指定a、b、c为整型变量，只对c初始化，c的值为5。

 

整型变量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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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赋值

原则2：先定义后赋值。

格式：

           变量 = 常量(也可以是变量、表达式等) ;

功能：将赋值运算符右端的值复制一份传递给左端
的变量。要求赋值符号左端必须是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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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定义一个变量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 定义变量a */

printf ("%d\n",a); /* 按照整型的格式输出a的值 */

return 0;

}

思考：

1. 分析输出结果

2. 可否去掉 int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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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变量赋值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 定义变量a */

a = 3; /* 将3赋值给a */

printf ("%d",a); /* 按照整型的格式输出a的值 */

return 0;

}

思考：在printf语句前面加上a=5; 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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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定义两个变量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b;                                        /* 定义变量a */ 

scanf ("%d,%d",&a, &b); /* 从键盘输入值给变量a和b中*/

printf ("%d, %d\n",a,b);      /* 按照整型的格式分别输出a和b的值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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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初始化

定义：在定义变量的同时给它赋值，称为变量初始
化。

格式：

数据类型 变量 = 常量(也可以是变量、表达式等) ;

等价于：

数据类型 变量;

变量 = 常量(也可以是变量、表达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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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  变量初始化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 3; /* 定义变量a ，同时将a初始化为3，与第6个例
子略有不同*/ 

printf ("%d",a); /* 按照整型的格式输出a的值 */ 

return 0; 

} 

思考：在printf语句前面加上int a=5; 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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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  变量初始化和赋值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b = 2; /* 定义变量a和b ，将b初始化为2*/ 

int c; /* 定义变量c */ 

a = 8; /* 将1赋值给变量a和c，如果此行注释掉会如何？ */ 

c = a+b;

printf ("%d, %d, %d ",a,b,c); /* 按照整型的格式分别输出a、
b和c的值 */ 

return 0; 

} 

思考：若将变量a和b都初始化为2，应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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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  变量初始化和赋值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b = 2; /* 定义变量a和b ，将b初始化为2*/ 

int c; /* 定义变量c */ 

 scanf ("%d,%d",&a, &b); /* 从键盘输入值给变量a和b 中*/ 

 c = a+b;

printf ("a=%d,b=%d,c=%d ",a, b, c); /* 按照整型的格式分别输出a、b和c

的值 */ 

return 0; 

} 

思考：若将变量a和b都初始化为3，应如何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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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 

#include <stdio.h> /* 输入输出函数在此声明 */ 

#include <xxxxx.h> /* 其他函数声明所在 */ 

int main( ) 

{ 

变量定义语句;    /* 例如 int a, b, c;*/ 

 输入语句;           /* 例如 a = 2; b = 1;  或 scanf ("%d",&a); 
*/ 

运算处理语句;   /* 例如 c = a+b; */ 

输出语句;          /* 例如 printf ("c = %d/n", c); */ 

return 0; 

}  

注意：变量定义语句要放在
所在函数中其他语句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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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字节的整型数据的溢出

⚫此情况称为“溢出”，运行时不报错，编程时要注意

01   11    11   11   11   11   11   11整型变量最大值32767

10  00    00   00   00   00   00   00加1后是 –32768的补码形式

例11  整型数据的溢出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 b;

a= 32767;

b= a+1;

printf("%d , %d \n ",a,b);

return 0; 

} 

32767 , -32768

运行结果：

改为：long b；
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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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printf("%d\n",a);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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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int b;

a = b = 10;

printf("a,b\n",a,b);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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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int b;

a = b = 10;

 printf(" a=%d,b=%d\n ",a,b);

return 0;

}



程序设计I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10,b;

b = a;

 printf(" a=%d,b=%d\n ",a,b);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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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b;

a = b = 10;

printf("a=%d,b=%d\n",a,b);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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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a;

a = 10;

int b = a;

 printf(" a=%d,b=%d\n ",a,b);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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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a = 3,b = 5;

c= a*b

printf("The product:",c);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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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实型数据
   3.4.1  实型常量的表示方法

⚫  实数(real number)又称浮点数(floating-point 
number)。

⚫ 实数有两种表示形式：

 (1)十进制小数形式:由数字和小数点组成(注意必须
有小数点)。

     例如： .123、 123.、 123.0、 0.0都是十进制小数形
式。

(2) 指数形式:字母e(或e)之前必须有数字，且e后面
的指数必须为整数。

例如：123e3代表12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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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实型数据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float a;

a = 1e-1;// 10e-1 8e-2

float b = a*10;

printf(" a=%f,b=%f\n ",a,b);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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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的指数形式的实数：

345 (无小数点)

e7 (阶码标志E之前无数字)

 53-e3 (负号位置不对)

 2.7e (无阶码)

2.1e3.5 (阶码不是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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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规范化的指数形式： 即在字母e(或e)之前的小
数部分中，小数点左边应有一位(且只能有一位)零
的数字。

例如：123.456 ： 123.456e0 、 12.3456e1 、 
1.23456e2、 0.123456e3、 0.0123456e4、 
0.00123456e5 

（2）一个实数在用指数形式输出时，是按规范化的
指数形式输出的。



程序设计I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3）实型常量默认是双精度（double），有效位数是
15~16位。

4）如要指定它为单精度（float），可以加后缀“f”
或“F”，如 3.6f ，有效位数为6~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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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型数据在内存中的存放
形 式 

⚫实型数据在内存中占4个字节
（32位）

⚫在内存中分成3部分（数符、
小数部分和指数部分），指数
为2的幂次。指数部分采用
规范化的指数形式。

实数 3.14159 在内存中的存放
形式可以用图3.7示意。

3.4.2 实型变量

图3.7

+ .314159               1

数
符

小
数
部
分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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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型变量的定义
 float x,y;                （指定x、y为单精度浮点型变量）

 double z;                （指定z为双精度浮点型变量）

单精度 float 32位 6~7

双精度 double 型 64位 15~16

类  型 位数 有效数字

-3.4×10-38~3.4×1038

-1.7×10-308~1.7×10308

取值范围

2.   实型变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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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点型数据的舍入误差
⚫数据超过有效位数，则产生误差

⚫要避免一个很大的数与一个很小的数加减

例12  浮点型数据的舍入误差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float a , b;

a= 123456.789e5;

b= a+20;

printf("%f \n%f\n",a,b); 

return 0;

} 

12345678848.000000

12345678848.000000

运行结果：

注意：程序运行时，输出b

的值与a相等。

原因是：一个实型变量只能
保证的有效数字是7位有效
数字，后面的数字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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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tdio.h>

int main()

{   

//float x = 1999998.0f/1999999.0f;

//float y = 1.0f;

float x = 199999998.0f/199999999.0f;

float y = 1.0f;

printf("%f %f\n",x,y);

if(x-y==0)

{ printf("yes\n");}

else

{ printf("no\n"); }

}

观察两种情况下
的显示结果

注意，浮点数的
“等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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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3 整型/实型数据的输入输出。

int main()

{

float a, b;

int c, d;

double e,f;

     scanf("%f,%f", &a, &b);      /* 按照实型的格式输入两个值，分别存入变量a，b中 */

printf("%.2f,%.3f" , a, b);       /* 按照实型的格式输出变量a，b的值，分别保留2和3位小数  */

scanf("%d %d", &c, &d);      /* 按照整型的格式输入两个值，分别存入变量c，d中 */

printf("%d %d" , c, d );  /* 按照整型的格式输出变量c，d的值 */

scanf("%lf,%lf", &e, &f);      /* 按照实型的格式输入两个值，分别存入变量e，f中 */

printf("%.2lf,%.3lf" , e, f);    /* 按照实型的格式输出变量e，f的值，分别保留2和3位小数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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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字符型数据

3.5.1  字符常量

❖定义:用单引号括起来的单个字符或转义字符

❖字符常量的值：该字符的ASCII码值

❖定义格式：char 变量名 = 值

❖转义字符:反斜线(“\”)后面跟一个字符或一个代码值
表示。这是一种“控制字符”，不能在屏幕上 显示出来。

如  'a'  'A' '\n' '\t'

如 ' a '——97  ' A '——65  ' \n '——10  ' \t '——9

char ch=65 与 char ch= 'A' 与char='\101'是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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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4 转义字符的使用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 输出包含转义字符在内的一系列字符*/

 printf ("\"hello\rworld \\\tHELLO\bWORLD\"\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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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5   转义字符的使用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printf("  ab  c\t de\rf\tg\n");

printf("h\ti\b\bj k");

return 0;

}
f          gde

h        j k

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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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字符变量

⚫存放字符常量，占用一个字节，存放一个字符

⚫定义形式：               赋值：

char c1,c2;                   c1=‘a’;c2=‘b’;

字符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形式及其使用方法

⚫以二进制存放字符的ASCII码值（0~255整数）

⚫与整数的存储形式类似

❖以字符或整数形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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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字符‘a’的ASCII代码为97，
‘b’为98，

 在内存中变量c1、c2的值如图所示。
实际上是以二进制形式存放的。

例16  向字符变量赋整数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char c1,c2 ;

c1=97 ;

c2=98 ;

printf("%c %c \n",c1,c2);

printf("%d %d \n",c1,c2);

} 

a      b

97     98

运行结果：

输出形式取决于printf函数中的格式符

格式符为“%c”时输出的变量值为字符
格式符为“%d"时输出的变量值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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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如何求大写字母 'F' 、'H' （或其他）分别是第几
个字母？

 思路：大写字母的ASCII码是从’A’到’Z’依次排序的，可
以根据其ASCII码相减的结果来判断

 'A'是第1个字母， 'B'是第2个字母，…

 小写字母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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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符数据进行算术运算
⚫实质是对其ASCII值进行算术运算

例17  大小写字母的转换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c1,c2 ;

c1='a';

c2= 'b';

c1=c1-32;

c2=c2-32;

printf("%c %c ",c1,c2);

} 

A      B运行结果：

字符型与整型间互相赋值
为避免歧义，尽量减少此类写法

例18  互相赋值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c1;

char c2 ;

c1='a';

c2=98 ;

c1=c1-32;

c2=c2-32;

printf("%c %c ",c1,c2);

} 

小写字母比大写字母的

ASCII码大(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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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9  数字字符的使用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 定义字符变量ch1并初始化为ASCII码值为9的字符*/

 char ch1 = 9;

 /* 定义字符变量ch2并初始化为数字字符9*/

 char ch2 = '9';

 printf ("***************\n");

 /* 按照字符格式分别输出ch1和ch2中存储的字符，并换行*/

 printf ("ch1:%c,ch2:%c\n",ch1,ch2);

 printf ("***************\n");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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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字符串变量，

只能用字符数组存放

 3.5.3  字符串常量

❖定义：用双引号(“ ”)括起来的字符序列
 “How do you do”  ,  “CHINA”  , “a” , “$123.45”

❖存储：每个字符串尾自动加一个 ‘\0’ 作为字符串
结束标志

h   e    l    l     o     \0例  字符串“hello”在内存中

例    空串  “” \0

❖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常量不同

a a   \0例  ‘a’ “a”

例:       char   ch;

ch=“A”;          

例:       char   ch;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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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 c; c='a';              是正确的。

 char c; c="a" ;            是错误的。

 char c; c="CHINA" ; 也是错误的。

 不能把一个字符串赋给一个字符变量。

C规定：系统在每一个字符串的结尾自动加
一个字符串结束标志’\0’，以便系统判断字符
串是否结束。’\0’字符的ASCII码值为0，是
空操作字符，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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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总结

❖变量的使用：先定义，后使用

❖变量定义位置：一般放在函数开头

❖变量初始化:可以在定义时赋初值

例:

int  a=1,b= -3,c;

float  data=3.67;

char  ch='A';

int  x=1,y=1,z=1;

int  x=y=1;（×）

编译程序根据变量定义为其
分配指定字节的内存单元

…
...

地址

int   a=1, b=-3,c;

a

b

c

2字节

2字节

2字节

地址

地址

…
...

内存

1

-3



随机数

错！int a=b=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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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的运算符简介

• C语言的运算符范围很宽，把除了控制语句和输
入输出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基本操作都作为运算符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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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运
算
符

算术运算符：（+  - *  /  %  ++  --）
关系运算符：（<  <=   ==   >   >=   !=）
逻辑运算符：（（！  &&  ||）
位运算符  ：（<<   >>   ~  |  ^  &）
赋值运算符：（= 及其扩展）
条件运算符：（?:）
逗号运算符：（,）
指针运算符：（*  &）
求字节数   ：（sizeof）
强制类型转换：（类型）
分量运算符：（.  ->）
下标运算符：（[]）
其它     ：（( )  -）

学习运算符应注意：

❖运算符功能

❖与运算对象关系
⚫要求运算对象个数

⚫要求运算对象类型

❖运算符优先级别

❖结合方向

❖结果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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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表示各种运算的符号。

❖运算对象：常量、变量、函数

❖运算符优先级别
❖ 在表达式求值时，先按运算符的优先级别高低次序执行。

❖运算符的结合方向(结合性) 
❖如果在一个运算对象两侧的运算符的优先级别相同，如a-b+c，则
按规定的“结合方向”处理。

❖算术运算符的结合方向:“自左至右”，即先左后右。“自左至右
的结合方向”又称“左结合性”，即运算对象先与左面的运算符
结合。

❖运算符的结合方向:“自右至左”，即右结合性(例如，赋值运算
符)。

a-b*c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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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算术运算符和算术表达式

❖基本算术运算符：  + - * / %
⚫运算对象：常量、变量、函数等

⚫结合方向：从左向右

⚫优先级： - ---->* / % -----> + -

(2)      (3)         (4)

说明：
⚫“-”可为单目运算符时,右结合性

⚫  两整数相除，结果为整数

⚫ %要求两侧均为整型数据,求值结果与第一个数的
符号一致。

⚫ + - * / 运算的两个数中有一个数为实数，结果
是double型

例      5/2   = 2

-5/2.0 = -2.5

例      5%2   = 1  

-5%2    =  -1

1%10   = 1

5%1    = 0

5.5%2 ()

a*b/c-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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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表达式：由算术运算符和圆括号将运算对象连
接起来的，符合C语言语法规范的式子。

⚫整个式子的运算结果作为表达式的值

⚫运算结果的类型作为表达式的类型

 例如：9%3 就是一个算术表达式，此表达式的值为
0，

 表达式的类型是int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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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0  表达式的使用

 假如星期日代表0，星期一代表1，星期二代表 2 ...，
变量today存放今天的数字，问tomorrow是多少，
today过后的第100天呢？

 tomorrow = today + 1 正确吗 ??

 参考答案： tomorrow = (today + 1) % 7

 第100天: hund = ( today + 100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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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练习

 有任意一个三位数 ，如 number = 468; 如何

 获取此三位数各位上面的数字？

 参考答案：

 个位: u = number % 10 ;

 十位: t = (number / 10) % 10;

 百位: h = number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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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增、自减运算符
⚫  作用：使变量值加1或减1
⚫ 种类：

◆前置  ++i, --i (先执行i+1或i-1，再使用i值）

◆后置  i++,i-- (先使用i值,再执行i+1或i-1）

 例 j=3;  k=++j;  
j=3;  k=j++;  
j=3;  printf("%d",++j);   
j=3;  printf("%d",j++);   
a=3;b=5;c=(++a)*b;   
a=3;b=5;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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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

◆++ -- 不能用于常量和表达式,如 5++，(a+b)++

◆++ -- 结合方向：  自右向左

◆优先级：- ++ -- ------>* / % ----->+ -

           (2)            (3)        (4)

◆该运算符常用于循环语句中，使循环变量加减1

❖有关表达式使用中的问题说明
⚫不同系统对运算符和表达式的处理次序不同，尽可能
写通用性强的语句

⚫不要写有歧义和不知系统如何执行的程序

例 int i = 3 ; 表达式 (i++) + (i++) + (i++) 的值是？
可能性1：结果为3+4+5，即12   正确
可能性2：结果为3+3+3，即 9 

例 -i++       -(i++)
i=3;  printf(“%d”,-i++);  输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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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练习

◼执行下列语句的结果为__11,11____。

 i=012;

 printf("%d,",++i);

 printf("%d", i++); 

◼执行下列语句的结果为___6, 6___。

 int sum=1,pad=5;

 sum=++pad;

 printf("%d, %d\n",pad,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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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练习

 以下程序输出的结果是___9,10___。

 int i = 010, j = 10;

 printf("%d,%d\n", ++i, j--); 

 以下程序输出的结果是___i=3, j=-2 ___。

 int i, j;

 i = 2;

 j = -i++;

 printf(“i=%d, j=%d\n”,i, j);



程序设计I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3.8  赋值运算符和赋值表达式
❖简单赋值运算符

⚫符号：   =

⚫格式：  变量标识符=表达式

⚫作用：将一个数据（常量、变量或表达式）赋给一个变量

⚫左侧必须是变量，不能是常量或表达式

⚫结合方向：  自右向左

⚫优先级： 14级

例  a=3;    d=func();    c=d+2;

例  3=x-2*y; a+b=3; （×）

例 a=(b=5)    a=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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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赋值运算符
⚫种类：+=  -=  *=  /=  %= 《=  》=  &=  ^=  |=

⚫含义： exp1 op= exp2  exp1 = exp1  op  exp2

⚫右下角

a+=3 a=a+3

x*=y+8 x=x*(y+8)

x%=3 x=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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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表达式
⚫形式：<变量> <赋值运算符> <表达式>

⚫赋值表达式的值与变量值相等,且可嵌套

例:   a=b=c=5
a=(b=5)
a=5+(c=6)
a=(b=4)+(c=6)
a=(b=10)/(c=2)

//表达式值为5，a,b,c值为5
// b=5;a=5
//表达式值11，c=6,a=11

//表达式值10，a=10,b=4,c=6
//表达式值5，a=5,b=10,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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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1 求复合赋值表达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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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练习

 写出下面赋值表达式运算后a的值,设原来

 int a=12, n=5;

 1.a+=a  24

 2.a-=2  10

 3.a*=2+3  60

 4.a%=(n%=2) 0

 5.a/=a+a  0

 6.a+=a-=a*=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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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逗号运算符和逗号表达式
❖形式：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n

❖结合性:从左向右

❖优先级: 15，级别最低

❖逗号表达式的值：等于表达式n的值

❖用途：常用于循环for语句中

例   a=1;b=2;c=3;

printf("%d,%d,%d",a,b,c); 

例  for(i = 0;i<1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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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类型转换

自动转换

❖什么情况下发生
⚫运算转换------不同类型数据混合运算时

⚫赋值转换------把一个值赋给与其类型不同的变量时

⚫输出转换------输出时转换成指定的输出格式

⚫函数调用转换------实参与形参类型不一致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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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转换规则

❖不同类型(整型、实型、字符型)数据运算时先自动转
换成同一类型

double float

long

int char,short低

高 说明:

必定的转换

运算对象类型不同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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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char ch;

int i;

float f;

double d;

ch/i     +    f*d    - (f+i)

int

int

float

double

float

double

double

double

int

int

float

float

double

double

float

double

10+‘a’   +i*f   - d/l

例 int  i;

float f;

double d;

lon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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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转换规则

❖使赋值号右边表达式值自动转换成其左边变量的类型

◦ （1）若"="左边的类型低于右边的类型，一般为截取
方式。

◦ （2）若"="左边的类型高于右边的类型，一般为补齐
方式。

例  float f ;   int i=10;    f=i;

则   f=10.0

例  int i; 

i=2.56;    //结果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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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转换（见P56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部分）

❖一般形式：（类型名）（表达式）

例：(int)(x+y)

(int)x+y

(double)(3/2)

(int)3.6  

❖说明：强制转换得到

  所需类型的中间变量，

  原变量类型不变 

例22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loat  x;

int  i;

x=3.6;

i=(int)x;

printf("x=%f,i=%d",x,i);

}

结果：x=3.600000,i=3精度损失问题

较高类型向较低类型转换时可能发生

强制类型转
换运算符

表达式仅一个
变量时，括号
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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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3  强制类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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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知识：字节和位

❖内存以字节为单元组成

❖每个字节有一个地址

❖一个字节一般由8个二进制位组成

❖每个二进位的值是0或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7

6

4

3

2

5

1

 3.3.4 整型常量的表示方法(补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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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知识：数值的表示方法（原码、反码和补码）
❖原码：最高位为符号位，其余各位为数值本身的绝对值

❖反码：

⚫正数：反码与原码相同

⚫负数：符号位为1，其余位对原码取反

❖补码：

⚫正数：原码、反码、补码相同

⚫负数：最高位为1，其余位为原码取反，再对整个数加1

 3.3.4  整型常量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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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码 反码 补码

+7 00000111 00000111 00000111

-7 10000111 11111000 11111001

+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 10000000 11111111 00000000

数的范围
01111111~

11111111

(-127~+127)

01111111~

10000000

(-127~+127)

01111111~

10000000

(-128~+127)

（用一字节表示数）

❖C语言以补码(complement) 表示的

❖负数补码转换成十进制数：最高位不动，其余位取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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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整型变量的存放形式

数据在内存中以二进制补码形式存放

每一个整型变量在内存中占2个字节

00  00    00   00   00    00   10   10

00  00    00   00   00    00   10   10

00  00    00   00   00    00   10   10

10  00    00   00   00    00   10   10

00  00    00   00   00    00   10   10

11  11    11   11    11    11   01   01

11  11    11   11    11    11   01   10

整数的最左二进制位是符号位，0正、1负

10的原码

反码

补码

取绝对值

-10的原码

反码

补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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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型数据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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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很多系统将将字符处理成带符号的整数，
即

 signed char型。它的取值范围是-128～127。

• 如果使用ASCII码为0～127间的字符，由于字节中
最高位为0，用%d输出时，会输出一个正整数。

• 如果使用ASCII码为128～255间的字符，由于在字
节中最高位为1，用%d格式符输出时，就会得到
一个负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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