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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g-J-内部类"内部类的存储分配机制"说明了程序设计中如何巧妙地应用g-J-的各种内部类"
内部类的应用可以简化程序设计"保证程序代码的清晰明了"提高程序运行效率#
关键词!g-J- 内部类 包含类

"!引言

内部 类 !:1106542>>" 又 称 为 嵌 入 类 !10>90@
542>>"#简单说就是在一个类中定义另一个类#这与在

类中定义的变量和方法是类的成员一样#我们可以定

义一个类!内部类"成为另一个类的成员$ 内部类是

从g&i"/"版本增加的特性#它像块一样可以定义在程

序的任何地方#开发过程中#内部类的使用可以确保程

序清晰和精炼$
本质上说#内部类与其他类一样#它只是定义在其

他类中间#内部类可以分为常规内部类#方法中定义内

部类#静态内部类#匿名内部类#方法参数内部类$ 在

本文中将对各种内部类进行分析并给出应用示例$

+!常规内部类60B=426:1106542>>
常规内部类!60B=426:1106542>>"定义在一个类的

内部# 但必须在任何方法或代码块之外#它属于类的

一部分$ 常规内部类可以使用修饰符 8=34:5*86:F290*
86;90590@*23>96259和 <:124#但 23>96259和 <:124这两个

修饰符不能同时使用#因为 23>96259类必须有子类继

承#而<:124类不能有子类继承$
内部类的实例与包含类的实例有特殊的关联#因

此内部类可以访问所有的包含类的成员#包括 86:F290
成员$ 对内部类实例化时#根据实例化在程序中位置#
分为两种处理情况(

!"" 当在包含类内部实例化内部类时#可以直接

对内部类实例化如下#R1106是内部类名称(

R1106:1^10AR1106!"%

!+" 当在包含类的外部实例化内部类时#应使用

包含类名和内部类名#并使用包含类的一个引用N对

象N实例来实例化如下#*=906和R1106分别是包含类和

内部类名称#;=9是包含类的一个引用#:1是内部类的

引用(

*=906;=9^10A*=906!"%

*=906/R1106:1^;=9/10AR1106!"%

当然#也可以把上边两行连接起来#更简洁的格式

对内部类实例化(

*=906/R1106:1^10A*=906!"/10AR1106!"%

编译器编译常规内部类时#会创建一个名称为 I1C

54;>:1BS42>>U2D0lR1106542>>12D0/542>>的 文 件# 其

中 I154;>:1BS42>>U2D0是 包 含 类 的 类 名#R1106542>>C

12D0是内部类名#如例子"中#包含类名是 *=906#内

部类名是R1106#编译后会生成名为 *=906lR1106/542>>

的文件$

在内部类代码中的关键字 9E:>是内部类的一个引

用#若需要包含类的一个引用#需要在关键字 9E:>前加

上包含类名#如*=906/9E:>$

例子"(

542>>*=906+

!86:F290:19L̂ $%

!8=34:5F;:@D2G0:1106!"+

!!R1106:1̂ 10AR1106! "% NN本例子中#包含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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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对内部类进行了实例化

!!:1/>00;=906!"%
!,
!542>>R1106+
!!8=34:5F;:@>00;=906!"+
!!!)7>90D/;=9/86:1941!m;=906L:>( maL"%
!!!)7>90D/;=9/86:1941!m:1106542>>60<:>ma

9E:>"% NN9E:>是内部类一个引用

!!!)7>90D/;=9/86:1941!m;=906542>>60<:>ma
*=906/9E:>"% NN*=906/9E:>是包含类一个引用

!!,
!,
!8=34:5>929:5F;:@D2:1!)96:1B-. 26B>" +
!!*=906/R1106:1^10A*=906! "/10AR1106

!"% NN直接对内部类实例化#并调用内部类方法

!!:1/>00;=906!"%
!!N$
本例中#由于包含类的方法 D2G0:1106! "中对内

部类进行了实例化#因此#我们也可以用以下两行代

码#对包含类实例化#调用包含类方法#进而实例化内

部类并调用内部类方法

!!*=906;=9^10A*=906!"%
!!;=9/D2G0:1106!"% $N
!,
,

程序运行结果(
;=906L:>($
:1106542>>60<:>*=906lR1106n"+M3+.%
;=906542>>60<:>*=906n"Z+<#@3

$!方法中定义的内部类D09E;@_4;524
:1106542>>
如果在包含类的一个方法中定义一个类#我们称

这个内部类是方法中定义的内部类 D09E;@4;524:1106
542>>$ 对方法中定义的内部类实例化#必须在定义的

方法中#而且必须在内部类定义后对其实例化$
内部类不能使用方法中的变量#除非该变量有<:124

修饰符!也就是常量"$ 这是因为方法中定义的变量是

局部的#它分配在堆栈中#当方法的生命期结束时#方法

中变量的生存期也就结束了#但方法中定义的内部类的

实例可能还在内存堆中存活$ 例如#它的一个引用被传

到了其他代码中#因而方法变量的生存期与方法中定义

的内部类实例的生存期不能保证一致#所以除非是<:124
修饰符的变量#不能使用方法中的变量$

与常规内部类不同#8=34:5*86:F290*86;90590@*>929C
:5*9621>:019不能修饰方法中定义的内部类#可用的修

饰符只能是 23>96259和 <:124#而且这两个修饰符不能

同时使用$
编译器编译方法中定义的内部类时#会创建一个

名 称 为 I154;>:1BS42>>U2D0l1lR1106542>>12D0/
542>>的文件#其中 I154;>:1BS42>>U2D0是包含类的类

名#1是一个编译器生成的整数#R1106542>>12D0是内

部类名#例如下例中编译后会生成名为 *=906l"lR1C
106/542>>的文件$ 如例子+中#包含类名是 *=906#内

部类名是 R1106#编译后会生成名为 *=906l"lR1106/
542>>的文件$
例子+(

542>>*=906+
!86:F290:19L̂ $%
!8=34:5F;:@@;>9=<<!"+
!!<:124:197̂ %%
!!542>>R1106+
!!!8=34:5F;:@>00;=906!"+
!!!!)7>90D/;=9/86:1941!m;=906L:>( maL

a& D09E;@<:1247:>(’ a7"% NN7必须是 <:214修饰

符#即常量

!!!!)7>90D/;=9/86:1941!m:1106542>>60<:>m
a9E:>"%
!!!!)7>90D/;=9/86:1941!m;=906542>>60<:>m

a*=906/9E:>"%,
!!,
!!R1106:1^10AR1106! "% NN注意#实例化语

句必须在内部类定义后

!!:1/>00;=906! "% NN调用内部类 R1106的方法

>00;=906!"
!,
!8=34:5>929:5F;:@D2:1!)96:1B-.26B>" +
!!*=906;=9^10A*=906!"% NN21;9E06A27:>

4:G023;F0+4:10
!!;=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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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运行结果(
;=906L:>($D09E;@<:1247:>(%
:1106542>>60<:>*=906l"lR1106n"+M3+.%
;=906542>>60<:>*=906n"Z+<#@3

.!静态内部类>929:5:1106542>>
在讨论静态内部类前#我们先来说明一下类中的

静态方法的特性(
!"" 静态方法包括D2:1!"#不能使用9E:>引用%
!+" 静态方法不能调用对象变量#只能调用静态

变量%
!$" 静态方法不能被覆盖!;F066:@:1B#继承的时

候"%
!." 静态方法可以直接调用静态方法#但不能直

接调用非静态方法#除非使用对象名/方法名$
使用了修饰符>929:5的内部类#我们称之为静态内

部类$ 严格的技术意义上讲#静态内部类不应算作内

部类#但一般将它看作顶层的内部类!9;8_40F04:1106
542>>"$ 静态内部类与包含类!;=906542>>"对象N实例

没有实际的联系#因此静态内部类不能访问包含类中

的非静态变量N对象变量$
实例化静态内部类时#与常规内部类实例化不同#

不能使用包含类的对象来实例化内部类#也就是说内

部类对象不能使用包含类的引用$ 实例化内部类时#
需要包含类和内部类#格式如下(

*=906542>>12D0/R1106542>>12D0:1^10A*=906C
542>>12D0/R1106542>>12D0!"%

编译器编译静态内部类时#会创建一个名称为 I1C
54;>:1BS42>>U2D0lR1106542>>12D0/542>>的 文 件# 如

例子$中#包含类名是 *=906#静态内部类名是 R1106#
编译后会生成名为*=906lR1106/542>>的文件$

例子$中#静态内部类的方法 >00;=906! "可以访

问包含类的静态变量 L!必须是静态"#不能访问包含

类的非静态变量#不能使用包含类的引用$
例子$(

542>>*=906+
!>929:5:19L̂ $%
!>929:5542>>R1106+ NN注意(静态内部类中不能

访问非静态成员

!!8=34:5F;:@>00;=906!"+

!!!)7>90D/;=9/86:1941!m;=906L:>( maL"%
NN在静态内部中只能访问静态变量

!!!)7>90D/;=9/86:1941!m:1106542>>60<:>ma
9E:>"% NN输出内部类的一个引用

!!!NN)7>90D/;=9/86:1941!m;=906542>>60<:>m
a*=906/9E:>"% NN出错#因为内部类实例不能使用包

含类的引用

!!,
!,
!8=34:5>929:5F;:@D2:1!)96:1B-.26B>" +
!!*=906/R1106:1^10A*=906/R1106!"% NN>929C

:510>90@542>>NN实例化静态内部类

!!:1/>00;=906!"% NN访问内部类方法>00;=906
,

程序运行结果(
*=906L:>($
R1106542>>60<:>*=906lR1106n"+M3+.%

K!匿名内部类21;17D;=>:1106542>>
匿名内部类是没名字的内部类#一般可分为+种

形式(常规定义的匿名内部类#作为方法的参数定义的

匿名内部类$
K/"常规定义的匿名内部类

匿名内部类没有名字#匿名类可以继承另一类#或

实现一个接口#语法上来说#这两者不能同时实现#g-C
J-也不允许实现多接口!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类继承另

一个类#而该类的父类实现一个接口"$ 匿名内部类不

能显式定义构造器$ 匿名内部类的声明和使用采用如

下格式(
S42>>12D0-1S42>>12D0^10AS42>>12D0! " +

N$ 542>>3;@7$N,%
其中#S42>>12D0是类或接口名#一定要明确代码

是一个表达式#它返回一个对象$ 可以使用在对象引

用的任何地方$
匿名内部类是语句的一部分#因而在大括号后必

须紧跟分号$ 这一点在 g-J-程序中也是少见的$ 编

译器编译匿名内部类时#会创建一个独立的名称为 I1C
54;>:1BS42>>U2D0l1/542>>的 文 件# 其 中 I154;>:1BC
S42>>U2D0是包含匿名内部类的类名#1是一个编译

器生成的整数$ 在例 .中#编译后会生成 *=906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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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而原先定义的类 R1106还是存在的#可以对类

R1106实例化#调用@;>9=<<!"方法$ 参见例子.的运行

结果$
例子.(

542>>R1106+
!86:F290:19L̂ [%
!8=34:5F;:@@;)9=<<!"+
!!)7>90D/;=9/86:1941!m:1106542>>L:>m a

L"%,
,
542>>*=906+
! 86:F290:19L̂ $%
! R1106:1^10AR1106!"+
!! 8=34:5F;:@@;)9=<<!"+
!!!)7>90D/;=9/86:1941! m21;17D;=>:1106

542>>L:>( maL"% NN包含类*=906的成员L
!!!)7>90D/;=9/86:1941! m21;17D;=>:1106

542>>60<:>ma9E:>"% NN匿名内部类的引用

!!!)7>90D/;=9/86:1941!m;=906542>>60<:>ma
*=906/9E:>"% NN包含类的引用

!! ,
,% NN不能忘记分号

,
542>>*=906++
8=34:5>929:5F;:@D2:1!)96:1B-. 26B>" +
*=906;=9^10A*=906!"%
;=9/:1/@;)9=<<!"%
R1106:1^10AR1106!"%
:1/@;>9=<<!"%,

,
程序运行结果(
21;17D;=>:1106542>>L:>($
21;17D;=>:1106542>>60<:>*=906l"n+M3+.%
;=906542>>60<:>;=906nZ+<#@3
:1106542>>L:>( [
K/+ 方法中参数定义匿名内部类 26B=D019_@0<:10@
21;17D;=>:1106542>>

对于方法中定义的匿名内部类#由于不知道匿名

类的名字#因此不能使用 10A关键字来创建类的实

例#声明和构造匿名内部类时#接口名或类名直接紧跟

在10A后#一方面#该句法定义一个类#但不需要类的

类型#另一方面#匿名类实现了一个接口#或继承另一

类#而不需要使用 :D840D019>或 0L901@>关键字$ 这

种匿名类的构造很方便#但不能在其他地方对该类实

例化#因为只有在匿名类代码出现的地方才能实例化$
另外#匿名类必须是代码较少#如果类的方法中#若匿

名类前有多于+行的代码#或者匿名类有超过"#行的

代码#就不应考虑使用匿名类了$
对于方法中参数定义的匿名内部类#匿名类的定

义*构造和使用发生在同一地方同时实现$ 也就是说

匿名内部类必须包括在方法中$ 同样地方法中定义的

匿名内部类不能显式定义构造器$ 例子M中#在方法

2@@-59:;1,:>90106!"中#参数定义了一个匿名内部类#
它实现一个接口-59:;1,:>90106#代码如下(
例子M(

8=34:5F;:@2(09E;@!"+
!9E0’=99;1/2@@-59:;1,:>90106!
!!10A-59:;1,:>90106!"+ NN开始声明和构造匿

名内部类#接口名直接紧跟在10A后

!!!8=34:5F;:@259:;1Q06<;6D0@!-59:;1IF0190"
+

!!!!)7>90D/;=9/86:1941!&9E0259:;1E2>;5C
5=60@’"%

!!!,
!!,
!"% NN注意这里的分号不能少

,

M!小结

本文中讨论了各内部类并给出应用示例#内部类

的使用可以确保程序清晰和精炼$ 本文的例子均已在

g+>@G"/./#环境下调试通过#在教学和培训中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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