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章 函  数

5.1 内容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函数的定义、调用、参数传递规则、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

及其与带参数的宏的区别,以及主函数与命令行参数、变量的作用域和存

储类别等内容。本章的知识结构如图5.1所示。

图5.1 第5章知识结构

考核要求:熟练掌握函数的定义、调用形式、参数传递规则、返回值类

型和递归调用;熟练掌握变量的作用域与存储类别;了解主函数与命令行

参数;了解函数与带参数的宏的区别。
重点难点:本章的重点是函数的定义和调用方法,调用函数时的数据

传递方法,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本章的难点是函数的参数值传递和

地址传递的区别以及递归函数的设计。
核心考点:函数的定义和调用,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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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典型题解析

【例5.1】 以下函数首部中正确的是(  )。

A.intplay(var:integer,varb:integer)

B.floatplay(inta,b)

C.doubleplay(inta,intb)

D.voidplay(aasinteger,basinteger)
解析:函数定义的一般形式为

  [函数存储类别][函数返回值类型]函数名([函数形式参数表])
{ 函数体说明部分

 函数功能语句序列

 [return 表达式;]
}

若省略存储类别,则系统默认为extern,即外部函数。若省略返回值类型,则系统默

认为int。形式参数表的说明格式为

  类型 1 形参 1,类型 2 形参 2,…,类型 n 形参 n

本题中,选项A、选项B和选项D的形式参数表的说明格式都是错误的。
答案:C
【例5.2】 若已定义的函数有返回值,则以下关于该函数调用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函数调用可以作为独立的语句存在

B.函数调用可以作为一个函数的实参

C.函数调用可以出现在表达式中

D.函数调用可以作为一个函数的形参

解析:函数调用有三种方式。一是把函数调用作为一个语句,二是函数调用出现在

一个表达式中,三是把函数调用作为一个函数的实际参数。
答案:D
【例5.3】 有以下函数定义:

  void fun(int n, double x) { … }

若以下选项中的变量都已正确定义并赋值,则正确调用函数fun的语句是(  )。

A.fun(inty,doublem);    B.k=fun(10,12.5);

C.fun(x,n);         D.voidfun(n,x);
解析:函数调用的一般形式为

  函数名([实际参数表])

函数调用时不能写实际参数的类型和函数返回值的类型,故选项A和选项D是错误

的。若函数返回值的类型为void(空类型),则禁止在函数调用中使用被调用函数的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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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故选项B是错误的。
答案:C
【例5.4】 程序中对函数fun()有如下引用说明:

  void *fun();

此说明的含义是(  )。

A.函数fun()无返回值

B.函数fun()的返回值可以是任意数据类型

C.函数fun()的返回值是无值型的指针类型

D.指针fun指向一个函数,该函数无返回值

解析:函数引用说明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它在程序的编译阶段对被调用函数的合法性

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函数名、函数返回值的类型、形式参数的个数、形式参数的类型和顺

序。函数引用说明的形式为

  函数返回值类型 函数名(类型 1 形参 1,类型 2 形参 2,…);

其中,形参名可以省略,写成

  函数返回值类型 函数名(类型 1,类型 2,…);

当参数类型都为int或char时,形参类型名也可以省略,写成

  函数返回值类型 函数名();

本题中,函数引用说明的含义是被调用函数的函数名为fun,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为空

类型指针。
答案:C
【例5.5】 有以下程序:

  #include<stdio.h>

int f(int n);

void main()

{ int s;

 s=f(4); printf("%d\n",s);

}

int f(int n)

{ int s;

 if(n>0) s=n+f(n-1);else s=0;

 return s;

}

该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

A.4      B.10      C.14      D.6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函数递归调用的理解。该程序中,递归结束条件是n≤0,若

满足递归结束条件,则不再递归,否则一直执行s=n+f(n-1)操作,展开此求和公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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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f(3)=4+3+f(2)=4+3+2+f(1)=4+3+2+1+f(0)=4+3+2+1+0=10。
答案:B
【例5.6】 有以下程序:

  #include<stdio.h>

void fun(char *c,int d)

{ *c=*c+1;d=d+1;

 printf("%c,%c,",*c,d);

}

void main()

{ char b='a',a='A';

 fun(&b,a); printf("%c,%c\n",b,a);

}

该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

A.b,B,b,A    B.b,B,B,A    C.a,B,B,a    D.a,B,a,B
解析:C语言中,函数参数的传递是单向值传递。确切地说,函数被调用时,系统会

为每个形参分配存储单元,然后把相应的实参值传送到这些存储单元作为形参的初值,最
后执行规定的操作。在函数中对形参的操作不会影响调用函数中的实参,即形参的值不

能传回给实参。当指针作为函数的参数时,形参和实参指向同一存储单元,修改形参指向

存储单元的值就等于修改实参所指向的存储单元的值。
本题中,变量a的值('A')传递给形参变量d,a和d在内存中占用不同的存储单元。

形参变量d的值在函数fun中被修改为 'B',但实参变量a的值不变。变量b的地址传递

给形参指针变量c,此时,&b和c都指向变量b。因此,*c就是b,对*c进行操作就是

对b进行操作,即b的值在函数fun中被修改为 'b'。
答案:A
【例5.7】 有以下程序:

  #include<stdio.h>

void sum(int a[])
{ a[0]=a[-1]+a[1];}
void main()

{ int a[10]={1,2,3,4,5,6,7,8,9,10};
 sum(a+2);

 printf("%d\n",a[2]);
}

该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

A.6       B.7      C.5      D.8
解析:一维数组名可以作为函数的参数,调用函数时的参数传递方式是址传递。此

时,实参数组和形参数组共占用同一段内存,函数中对形参数组的操作实质上就是对实参

数组的操作。
本题中,实参传递给形参的是数组元素a[2]的地址a+2。因此,函数sum()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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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就是主函数main()中的a[2]。函数调用结束后,实参数组元素a[2]的值为实参数

组元素a[1]和a[3]的和,其值为6。
答案:A
【例5.8】 有以下程序:

  #include<stdio.h>

float f1(float n)

{ return n*n;}

float f2(float n)

{ return 2*n;}

void main()

{ float (*p1)(float),(*p2)(float),(*t)(float),y1,y2;

 p1=f1; p2=f2;

 y1=p2(p1(2.0));

 t=p1;p1=p2;p2=t;

 y2=p2(p1(2.0));

 printf("%3.0f,%3.0f\n",y1,y2);

}

该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

A.8,16     B.8,8    C.16,16    D.4,8
解析:C语言中,可以通过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调用函数,函数调用的一般形式为

  (*指针变量名)(实参表列)

或

  指针变量名(实参表列)

本题中,先使指针变量p1指向函数f1(),p2指向函数f2(),通过p1调用函数f1()
(返回值为4),通过p2调用函数f2()(返回值为8,即y1=8),再交换p1和p2,使指针变

量p1指向函数f2(),p2指向函数f1(),通过p1调用函数f2()(返回值为4),通过p2调用

函数f1()(返回值为16,即y2=16)。
答案:A
【例5.9】 以下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局部变量说明为static存储类别,其生存期将得到延长

B.全局变量说明为static存储类别,其作用域将被扩大

C.任何存储类别的变量在未赋初值时,其值都是不确定的

D.形参可以使用的存储类别说明符与局部变量完全相同

解析:若局部变量的存储类别说明为static,则该变量在静态存储区分配存储空间,
所占用的空间一直持续到程序执行结束,其生存期将得到延长,故选项A正确。若全局

变量的存储类别说明为static,则该变量只能在定义它的文件内引用,同一程序的其他文

件不能使用,其作用域将被缩小,故选项B错误。static型和extern型变量的初始化在程

序编译时处理,程序执行时不再处理,系统为没有初始化的变量赋0值,故选项C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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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变量的存储类别可以说明为static,但形参不可以说明为static,故选项D错误。
答案:A
【例5.10】 有以下程序:

  #include<stdio.h>

int fun()

{ static int x=1;

 x*=2;

 return x;

}

void main()

{ int i,s=1;

 for(i=1;i<=3;i++) s*=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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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

A.0      B.10      C.30    D.64
解析:static型局部变量在静态存储区分配存储空间,其占用的存储单元在函数调用

结束后不会释放。下一次函数调用时,该变量的值就是上一次函数调用结束时的值。另

外,static型变量的初始化在程序编译时处理,程序执行时不再处理。
本题中,在函数fun()内定义了static型局部变量x,其初值为1。函数fun()被调用

了3次,每次调用前后x值的变化情况如下。
第1次调用:调用前,x=1;调用后,x=2。
第2次调用:调用前,x=2;调用后,x=4。
第3次调用:调用前,x=4;调用后,x=8。
由此可得,s=1×2×4×8=64。
答案:D
【例5.11】 有以下程序:

  #include<stdio.h>

int a=2;

int f(int n)

{ static int a=3;

 int t=0;

 if(n%2){ static int a=4; t+=a++;}

 else { static int a=5; t+=a++; }

 return t+a++;

}

void main()

{ int s=a, i;

 for(i=0;i<3;i++) s+=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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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d\n", s);

}

该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

A.26      B.28      C.29       D.24
解析:C语言中,不同范围内允许使用同名的变量,在引用时,如果局部范围内定义

了变量,则局部引用,否则向外扩展引用。另外,static型局部变量在编译时赋初值,在程

序运行时已有初值,以后每次调用函数时不再为其重新赋初值,只保留上次调用结束时的

值。auto型局部变量在函数调用时赋初值,每调用一次函数都会重新分配存储单元并赋

初值。
本题中,在程序首部定义了全局变量a,其作用域是整个程序;在函数f()的说明部分

定义了static型局部变量a,其作用域是函数f()的内部;在if和else后的复合语句内分

别定义了static型局部变量a,其作用域分别是定义它的复合语句。为了便于说明,函数

f()的说明部分定义的变量a用f_a表示,if后面的复合语句中定义的变量a用if_a表示,

else后面的复合语句中定义的变量a用else_a表示。程序的执行过程如下。
主函数中使用全局变量a,s=2。
第1次调用:n=0,f_a=3,t=0。由于n%2的值为0,执行else后的复合语句,

else_a=5,t=0+else_a=5,else_a=6。返回t+f_a的值(8),f_a=4。
第2次调用:n=1,f_a=4,t=0。由于n%2的值为1,执行if后的复合语句,if_a=4,

t=0+if_a=4,if_a=5。返回t+f_a的值(8),f_a=5。
第3次调用:n=2,f_a=5,t=0。由于n%2的值为0,执行else后的复合语句,

else_a=6,t=0+else_a=6,else_a=7。返回t+f_a的值(11),f_a=6。
由此可得,s=2+8+8+11=29。
答案:C
【例5.12】 函数fun()的功能是对形参s所指向的字符串中下标为奇数的字符按

ASCII码值进行递增排序,并将排序后下标为奇数的字符取出,存入形参p所指向的字符

数组中,形成一个新串。请填空。

  #include<stdio.h>

void fun(char *s, char *p)

{ int i,j,n=0,x,t;

 for(i=0; s[i]!='\0'; i++) n++;

 for(i=1;i<n-2;i=i+2)

 {   ①  ;

  for(j=  ②  ;j<n;j=j+2)

   if(s[t]>s[j]) t=j;

  if(t!=i)

  { x=s[i]; s[i]=s[t]; s[t]=x;}
 }

 for(i=1,j=0;i<n;i=i+2,j++) p[j]=s[i];
 p[j]=  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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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用字符数组名或指向字符串的指针变量作为函数参数,可以在被调用函数中

修改主调函数中的字符串内容,其原因是实参和形参指向同一存储单元。
本题使用的排序算法是简单选择排序。根据简单选择排序的思想及函数结构,t是

存放最小元素下标的变量,初始值应为i,故①处应填写t=i。因为只对下标为奇数的字

符进行排序,所以第i趟排序的第一次比较应是s[i]与s[i+2]的比较,故②处应填写i+2
或t+2。把排序后下标为奇数的字符存入p所指向的字符数组后,应在尾部加上字符串

结束标志 '\0',故③处应填写 '\0'。
答案:①t=i      ②i+2或t+2      ③ '\0'

【例5.13】 下列程序中,函数select()的功能是从N行 M列的二维数组中找出最大

值。将最大值的地址作为函数返回值,并通过形参传回此最大值所在行的下标和列的下

标。请填空。

  #include<stdio.h>

#define N 3

#define M 3

int *select(int a[N][M],int *n,int *m)

{ int i,j,row=0,col=0;

 for(i=0;i<N;i++)

  for(j=0;j<M;j++)

   if(a[i][j]>a[row][col]) {row=i;col=j;}

 *n=  ①  ;

 *m=col;

 return   ②  ;

}

void main()

{ int a[N][M]={9,11,23,6,1,15,9,17,20},*max,n,m;

 max=select(  ③  );

 printf("max=%d,row=%d,col=%d\n",*max,n,m);

}

解析:查找函数select()的基本思路如下。用row和col分别存放最大值的行标和

列标,初始时,把a[0][0]看作临时最大值,即row=0,col=0。然后用数组中的元素逐个

与临时最大值a[row][col]进行比较,若大于临时最大值,则用当前数组元素的下标(i,j)
更新临时最大值下标(row,col)。最终得到的最大值是a[row][col]。由于函数的返回值

是最大值地址,因此②处应填写 &a[row][col]、*(a+row)+col或a[row]+col,其中

的row和col也可以分别用*n和*m替代。由于最大值的列标已存放到指针m指向的

单元,因此最大值行标应存放到指针n指向的单元,即①处应填写row。由于函数调用时

函数实参的类型和个数一定要与形参的类型和个数保持一致,因此③处应填写a,

&n,&m。
答案:①row  ② &a[row][col]或 *(a+row)+col或a[row]+col(其中的

row和col也可以分别用*n和*m替代)  ③a,&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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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14】 函数fun()的功能是先找出N行N列矩阵各行中的最大数,再求出这N
个最大数中的最小数。请填空。

  #include<stdio.h>

#define N 10

int fun(int (*a)[N])
{ int row,col,max,min;

 for(row=0;row<N;row++)

 { for(max=a[row][0],col=1;col<N;col++)

  if(  ①  ) max=a[row][col];

   if(row==0) min=max;

   else if(  ②  ) min=max;

 }

 return min;

}

解析:查找函数fun()的基本思路如下。用 max存放一行中的最大数,用 min存放

N个最大数中的最小数。对于矩阵的每一行,初始时把该行的第一个元素看作临时最大

数,即max=a[row][0],然后用 max与该行后面的N-1个元素依次进行比较,若 max
较小,则用当前数组元素更新max。如果当前行是第1行,则min的值就是max的值,否
则用当前行最大数max与min进行比较,若 max较小,则用 max更新 min。由此可知,

①处应填写max<a[row][col](或 max<*(*(a+row)+col),或 max<*(a[row]+
col)),②处应填写max<min(或min>max)。

答案:① max<a[row][col]或max<*(*(a+row)+col)或 max<*(a[row]+
col)

② max<min或 min>max
【例5.15】 函数fun()的功能是从形参s所指向的字符串中寻找与参数c相同的字

符,并在其后插入一个与之相同的字符,若找不到相同的字符,则函数不做任何处理。

  void fun(char *s, char c)

{ int i,j,n;

 for(i=0;s[i]!=  ①  ; i++)

  if(s[i]==c)

  { n=  ②  ;

   while(s[i+1+n]!='\0') n++;

   for(j=i+n+1; j>i; j--) s[j+1]=s[j];

   s[j+1]=s[  ③  ];

   i=i+1;

  }

}

解析:函数fun()的基本思路如下。从s所指向的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s[0])开始

顺序查找与c相同的字符,若找到与c相同的字符(s[i]),则统计s[i]后面的字符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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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并将其后面的字符(包括 '\0')依次后移一位,然后将找到的字符s[i]插入空出的位

置,再从插入字符的下一个字符开始,重复上述操作,直到查找到串尾('\0')为止。由此可

知,①处应填写 '\0',②处应填写0,③处应填写i(或j)。
答案:① '\0'      ②0     ③i或j
【例5.16】 编写函数fun(intn),其功能是用筛选法统计所有小于或等于n(n<

10000)的素数的个数。
解析:用筛选法得到小于或等于n的所有素数的方法如下。从数2开始,将所有2

的倍数从数表中删除(把数表中相应位置的值置0),然后从数表中查找下一个非0数,并
从数表中删除该数的所有倍数,以此类推,直到搜索完整个数表为止。

  int fun(int n)

{ int a[10000],i,j,count=0;

 for(i=2;i<=n;i++) a[i]=i;

 i=2;

 while(i<n)

 { for(j=a[i]*2;j<=n;j+=a[i]) a[j]=0;

  i++;

  while(i<n&&a[i]==0) i++;

 }

 for(i=2;i<=n;i++)

 if(a[i]!=0) count++;

 return count;

}

【例5.17】 假设字符串中只包含字母和“*”号。编写程序,通过函数调用方式删除

字符串中除前导“*”号之外的全部“*”号。要求:不得使用C语言提供的字符串处理

函数。
解析:设字符串的首地址为a。首先统计前导“*”号个数(i),然后从第一个非“*”

号字符(指针变量p指向)开始扫描,如果p指向的字符不为“*”号,则执行a[i++]=*
p,重复此操作,直到p指向的字符为 '\0'为止。

  #include<stdio.h>

void fun(char *a)

{ int i=0;char *p=a;

 while(*p&&*p=='*')

 { i++;p++;}

 while(*p)

 { if(*p!='*') { a[i]=*p;i++;}

  p++;

 }

 a[i]='\0';
}

void 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