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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技术和 !H#技术链表结构应用时间效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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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8Q技术和’.)技术提供的链表类数据结构的运行时间效率这一问题"应用实例对其进行实际验

证# 对得到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两种技术提供的链表类数据结构的时间效率基本相同的结论#
关键词!+8Q ’.)链表 时间效率

#!引言

在开发软件系统时!常常面临数据对象的设计!再

对数据对象施加一定的算法!完成某些特殊的功能"
在绘图系统中!就需要设计出合适的数据对象来保存#
重现视图中用户留下的图元信息(例如’点图元的位

置#颜色!直线图元的起点#终点#颜色等属性)" 通常

采用的数据结构是动态数组或者链表" 在jQ环境中!
+8Q类库提供了Q)BH?#QK11>Y等数据类!用来实现数组

和链表的功能" 还有一种选择是采用 Qgg语言的标

准模板库来实现数组和链表结构"
在从两种技术中作选择时!常常困惑采用两种技

术之一的运行效率是否存在差异. 很多相关技术资料

上强烈推荐Qgg程序员采用’.)技术$#% !那么是否是

在运行效率上 ’.)技术要比 +8Q技术的效率高的多.
本文针对这样的问题!分别采用这两种技术做了相关

实验!对它们的运行时间效率进行统计分析(如题目所

示!本文只对两种技术分别实现的链表结构进行了对

比!对其他结构和算法没有进行同样验证)!希望能够

对读者有所裨益"

&!’.)和+8Q中的链表类

’.)(’?>N=>1=.0A<X>?0)B41>1Y)!标准模板库" 是

#bbd年b月出台的Qgg标准规格中的 Qgg标准程

序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概括来讲!’.)主要是一些

算法 和 容 器 的 集 合" 它 提 供 了 20F?G1#XBH?#fV0V0#
H?>Fh#H0?#A><等容器的标准模板实现!提供了 HG1?#
H0>1FU#FG<Y等常用算法的模板实现" 这些算法和容

器的实现!采用的都是经过严格数学证明的#反复在应

用中得到验证的算法实现"
’.)技术有以下优点’具有非常优秀的通用性!这

是得益于它在代码实现过程中普遍采用模板机制" 数

据结果非常简单!易于掌握!有完善的安全机制和内存

管理机制" 许多系统数据对象设计中的问题!都可以

采用’.)很简捷的予以解决" 很多传统的 Qgg编写

的代码实际上用几句 ’.)编码就可以实现!而且绝对

高效"
’.)技术对链表的实现是XBH?容器"
+8Q(+BF1GHGC?8GVN=>?BGNQX>HH)!微软基础类库"

对几乎b"p以上的 3BN=GOHK/R函数进行了封装!其

功能非常强大" 其中的 Q)BH?等一系列类实现链表的

功能!在下列实验中!采用了其中的Q.Y<0=/?1)BH?类"

%!实验方案

在实际实验过程中!设计了一个数据对象!并把它

封装成一个类!类的声明头文件如下’
FX>HHQ+GNB?G194T’<V4XBFQ94T0F?
0
<V4XBF’

Q+GNB?G194T(2GB=)&‘‘构造函数

qQ+GNB?G194T(2GB=)&‘‘析构函数

<V4XBF’
Q’?1BN@H?1+>FUBN0!H?1mV!H?1D>N@&‘‘机台号#机台

所属组#机台所属岗

BN?<G1?!BNN01R6&‘‘机台端口号#机台内部R6号

Q/GBN?<GBN?&‘‘机台在视图中显示的位置矩形的

左上角坐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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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Z0HBZ0&‘‘机台在视图中显示的位置矩形的大

小

BN?H?>?VH&‘‘机台当前的运转状态

2GB=61>O(Q6Q" <6Q)&‘‘在视图中画出机台位

置举行#并在矩形内显示机台号

1&
各个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的作用在上面注释中给

出了" 像这样的对象在系统中有上千个!如果每一次

在视图中显示机台状态布局图的时候从数据库中检索

然后再显示!这样速度太慢!视图在刷新的时候画面闪

烁" 于是就考虑采用 +8Q或者 ’.)的数据结构!在视

图显示之前!就一次性的把机台所有的记录都检索出

来!保存到数组或者是一个链表当中!在需要显示的时

候!只需要检索链表或者数组!不再经历打开数据库#
检索数据#显示的漫长过程了"

+8Q和’.)都提供了动态数组!在 +8Q中是 QK1E
1>Y!在’.)中是20F?G1" 考虑到动态数组在增加对象或

者元素时效率较低!在数组预留空间不够用时!都是经

历一个分配一个大的存储单元#将原来的数组内容复

制到新开辟的数组中!销毁原来的数组这样一个效率

低下的过程" 所以考虑选用链表结构"
下面对两种技术的运行时间作一对比!对两者实

现算法所占用的存储空间未作考虑" 比较的方案是在

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一段程序!这段程序用两种方法

实现建立"$$个数据对象的链表和检索"$$个数据对

象" 分别记录并显示在建立链表过程中和在对链表检

索过程中所用的时间"
采用+8Q链表技术是这样实现的!先定义一个数

据类型 ?Y<0=0CQ.Y<0=/?1)BH?[Q94)BH?!Q+GNB?G194T"
_Q+GNB?G194T)BH?&然后再根据这个类型声明一个变

量Q+GNB?G194T)BH?AWG4T0F?H&
下面列出采用+8Q中Q.Y<0=/?1)BH?类建立链表的部分

程序段’
2GB=Q+>FUBN0jB0O’’Q10>?0)BH?(2GB=)
0

Q+>FUBN0:’1H&‘‘声明机台记录集对象

1H,9<0N()&‘‘打开记录集!省略异常处理部分

OUBX0(- 1H,RHJ98())
0
!Q+GNB?G194T"G4TPN0O(Q+GNB?G194T)&

!G4T̂ _H?1+>FUBN0P1H,AWH?1+>FUBN0&
!G4T̂ _<GBN?PQ/GBN?(1H,AWX0C?]!1H,AWX0C?E

Y)&
!AWG4T0F?H,K==.>BX(G4T)&‘‘将数据对象加入链

表

!1H,+G20I0]?()&
1
1H,QXGH0()&‘‘关闭记录集

1
在视图中显示的程序段如下’
/9’R.R9I<GH&

<GHPAWG4T0F?H,D0?-0>=/GHB?BGN( )&‘‘得到头

节点位置

OUBX0(<GH- PI;)))
0
!Q+GNB?G194T" <94TP AWG4T0F?H,D0?I0]?

(<GH)&
!<94T̂ _61>O(<6Q)& ‘‘调用机台对象函数显

示机台矩形!并将机台号显示在矩形内

1
采用 ’.)方法时!首先声明一个链表变量 XBH?[

Q+GNB?G194T"_AWXBH?&链表的建立过程如下’
2GB=Q’.)jB0O’’Q10>?0)BH?(2GB=)
0

Q+>FUBN0:’1H&‘‘声明机台记录集对象

1H,9<0N()&‘‘打开记录集!省略异常处理部分

OUBX0(- 1H,RHJ98())
0
!Q+GNB?G194T" G4TPN0O(Q+GNB?G194T)&
!G4T̂ _H?1+>FUBN0P1H,AWH?1+>FUBN0&
!G4T̂ _<GBN?PQ/GBN?(1H,AWX0C?]!1H,AWX0C?E

Y)&
!AWXBH?,<VHUW4>Fh(G4T)&‘‘将对象指针加入链

表

!1H,+G20I0]?()&
1
1H,QXGH0()&‘‘关闭记录集

1
检索链表在视图上显示机台位置状态图的过程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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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H?[Q+GNB?G194T"_’’B?01>?G1B?01&‘‘声明迭代器

CG1(BN?BP$&B[#$$&Bgg)
0

CG1(B?01PAWXBH?,40@BN( )& B?01- PAWXBH?,0N=
()& B?01gg)

!("B?01) ^_61>O(<6Q)&‘‘调用机台对象函数

显示机台矩形!并将机台号显示在矩形内

1

对时间的记录采用?BA0D0?.BA0函数!该函数记录

的是系统自开机到现在为止所经历的毫秒数" 该函数

在3BN=GOH&$$$和3BN=GOHI.系统中!默认的精确

值为"毫秒!通过调用 ?BA0L0@BN/01BG=和 ?BA0JN=/01BE
G=两个函数可以获得更高的时间精确值$&% "

根据链表建立前后所记录的时间!可以计算出在

链表建立过程中所耗费的毫秒数" 反复执行链表建立

程序!得到十组实验数据(单位是毫秒)’

# & % 5 " 7 c d b #$ 平均

+8Q方法创建链表 %#% %#& %#% %#% %#& %&d %#& %#% %&b %#& %#","

’.)方法创建链表 %&% %#% %&d %&d %#& %#& %#& %#& %#% %#& %#",%

!! 从这组实验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不管采用 ’.)或

者+8Q链表机制!建立对象链表所耗费的时间几乎是

一样的"
在执行链表检索并访问链表对象数据时!发现使

用上述两种技术对于链表的检索所需要的时间非常

短!几乎看不出有何差别" 于是在上述给出的两个链

表检索显示函数中加了一个循环!让链表检索的过程

循环#$$遍" 增加了这#$$次循环之后!根据循环前后

所记录的时间!得到以下实验数据(单位是毫秒)’

# & % 5 " 7 c d b #$ 平均

+8Q方法检索链表 "%# "%# "#7 "%& "#% "#" 7"" "%# ""b "%# "5#,5

’.)方法检索链表 "#7 "%# "%# "5c "%& "7& "%# "cd "5c "%# "5$,7

!! 从链表检索可以看到!其效率都是非常高的" 在

链表中将"$$个数据对象检索出来!并且根据对象的

数据成员将机台位置和机台号显示到屏幕上" 这样重

复#$$次才耗时"5$毫秒" 而且对两种不同的链表方

案它们所用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5!结论

从上面的实验方案和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出!不管

采用 +8Q技术还是 ’.)技术!其运行所需的时间大致

相同!也就是两者的时间效率是一样的" 从程序实现

的角度来看!采用 ’.)技术!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容易

理解" 采用+8Q技术实现起来也不复杂!效果也很理

想" 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中!操纵数据对象究竟采用

+8Q技术还是’.)技术!从时间效率这个角度出发!两

者技术都是成熟和高效率的!可以任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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