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按照往期的试卷来看，上机题目中并不会出现带有接口的“核心代码”类型题（这种题
可以在PTA上的选做二中看到，被称为函数题），而是全部为正常的ACM类型（即写
出完整程序），所以以下全部的情况将针对这一类型的题使用。我将为“完全菜鸟”提
供一种程序设计的方法，以及为“半熟菜鸟”提供一种debug的方法。

本教程可以保证能解决绝大多数的问题，只要你了解数据类型（bool、int、char、
float、double以及string和数组）以及逻辑语句（if-else、for、while），同时知道
那么几个输入和输出的方法，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也许有意外情况我们无法解决。程
序设计是一门需要逻辑的学科，而这里的逻辑往往不是编程语言本身，而是如何将难

以理解的复杂问题切割成显而易见的子问题，这个能力是需要具备且难以形容的，虽
然我在后续的篇幅会尝试让你们对此有所提升。

最后，对于一切的高手，本教程可能显得稚嫩而无用，我随时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但是不要纠结于本文中部分不严谨的表达，假如有任何的想要补充的内容务必告知本

人，我会进行添加。

本文中一切的若是还不了解的内容可以问自己的组长，或者在搜索引擎搜索，我可以

保证剩余的内容都是一些简单到不能在简单的理解内容。

程序设计  
前言  
诚然诸如变量的设置此类问题可以随心所欲，语句的执行先后可以稍有不同，代码的

规范可以各不相同（毕竟C++主要靠;分割语句），但是对于程序的初学者（100%的
那种，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上课的进度已经难以跟上，面前还在处理的是不需要函数就

可以解决的简单编程问题，但是老师已经在讲纯虚与抽象类，甚至部分的他们在指针
这一章节就已经掉队），我愿意提出一种在高手眼中不算高明，甚至臃肿的方法，但

是可以将我们在PTA考试中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通过一种程式化的方法解决。

假如说你是一名初学者，对于下面谈到的内容仍然心存疑惑，请先耐心心来接受下面

的观点，后续的“附录”中会有一道题作为实战进行逐步的拆解与示范。

设计  
在面对一个全新的编程问题时，新手往往会没有思路，而一上来便急于编写代码，对
于高手来说他们可能在见到题目的第一刻便有了思路，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往往不

会如此轻松，因此急于求成带来的只有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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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编程语言”，这让我们理解诸如C++一样的奇怪的符号拼凑在一起的格式为
某种“语言”，能够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编程高手
就好像我们身边的英语大神一样，这门外语已经可以被运用得如同母语一般，但是作

为新手，我们往往还是需要回到那个初学英语时的状态：“了解自己想说什么，用中
文表达出来，翻译成英文。”

这个过程在编程中被称为书写伪代码，用一种在程序中实际出现的形态来称呼，则可
以称之为写注释，我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将面临的问题拆分成几部分，然后用//的注
释用自己能看懂的话写出来。

举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点例子，输入两个值a和b，输出他们的和：

虽然说我们可以很高兴的宣布我们知道如何输入，如何计算和，但是请不要着急，事

实上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被工整的分为三部分：输入、解决问题与输出，而且谁都知道
怎么输入和输出。不过中间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比较复杂，难以一蹴而就，所以还是

先静下心写完注释，不要乱了阵脚，这时候你正在用一种自己能看懂的语言解释将要

诞生的程序的运行机制，这无疑会让你对于整体的程序有了一种更宏观的认知。

同时，就像是在前言中提到的一样，我们书写伪代码的过程，便是那个将复杂问题切

割成简单问题的过程。

变量  
此时我们已经对整体的程序如何运行有了一个大概的想法了，我们愿意看到伪代码是

这个样子：

int main()

{

 //输入a和b

 //计算a和b的和

 //输出结果

}

int main()

{

 //input

 //step 1

 //step 2

  //step 2-1

  //step 2-2

 //step 3

 …………

 //out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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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步骤不言而喻，我们需要逐步的实现我们用伪代码写下的豪言壮志，为了避

免代码的混乱不堪，规定变量的规范是至关重要的，在遵守变量的命名规范的同时，
我们将变量分为了四种类型：输入值、临时值、传递值以及输出值。

输入值  

为了让程序更加脉络清晰，我希望你保持全部的输入的值的名称与题目里的描述一致

（如题目中可能提到，输入一个值K，则命名这个变量为K），并且放在main函数的
开头，与其他语句之间用换行隔开。

临时值  

这是一个需要隆重介绍的概念。在编程的时候除了输入值和输出值之外我们还会创建

很多的变量，而我愿意把它们分为两部分，也就是临时值和传递值，不过在介绍之前
让我再重申一遍一个概念：程序块，并且在下面的阐述中它会听上去很像一种面向对

象的想法。

我们想象这样的一条产业链，负责生产老坛酸菜方便面，其中一个链条是，农场生产

小麦，面粉厂接受小麦并且最后产出面粉，面饼厂接受面粉最后产出面饼，方便面厂

接受面饼，同时还接收酸菜料包以及包装盒，产出包装好的方便面，最后方便面被送
向市场卖给顾客。

这无疑是一种很天才的设想，每一个处在某工厂内的工人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厂对应
的职责，农民不需要知道怎么用研磨机磨出面粉，市场销售也不需要了解怎么割下小

麦，方便面公司不需要某个方便面仙人，对于每一个环节了如指掌，而方便面就可以
源源不断的被摆上货架……每个环节的部门只需要接收它需要的，履行自己的职责，
然后产出它应该产出的就足够了，代码块也是如此。

在设计阶段我们已经把代码分割成了一个个的子问题，这每一个子问题我们就可以认

为是一个代码块，它们接收变量，处理变量，然后再输出变量。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面粉厂公司的员工老老实实的待在面粉厂里，而不是同样出现在面

饼厂里，尽管他们不会参互面饼厂的工作，但是假如说面饼厂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和他
们一样，他便很可能被拉去工作，但是他所了解的知识确是怎么做面粉，于是便会导

致生产线的损坏。

放在代码中，临时值便是这个面粉厂的员工，我希望它老老实实的待在这个代码块

中，所以我们干脆直接在这个代码块中创建这个变量，让它就地生成与销毁。其中的

典型是for循环中的i，我们不希望看到i在main函数的开头被定义在了函数内的“全
局”，而是在for中被创建，然后再结束for的时候被销毁，不带走一片云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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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一些值无法被销毁（我们暂时不去复习类似于delete和new的操作），我也
希望你明确这个概念，手动的让这些值不要跑出去，这些值便被称为临时值，从格式
上，我希望你在这个代码块的伪代码下面的第一行及以后去声明这些变量（当然，假

如代码块本身是一个for之类的那么更好，我希望你在大括号里面的第一行声明这些
变量），同时在之后空一行，一行之后我们将声明那些被称为传递值的变量。

通常我们愿意将临时值命名为temp_function（function指该临时值对应的功能，如
temp_cnt，cnt意为count，这是一个计数器）或者i、j、k等。

传递值  

正如上面的例子所说，除了员工之外，我们同样需要一些运输产物的卡车，对于代码

块来说，它们也需要知道上一个代码块的运行结果如何，这些值穿梭于两个相邻的代

码块之间（是的，相邻的代码块，尽管它们事实上可以存在在任何地方，一个值可以
贯穿始终，但是为了让代码更加的清晰，我们希望它仅穿梭于两个相邻的代码块），

传递结果。

从格式上假如说存在for一类的操作，我希望它们被声明在伪代码与for的起始之间，
不然我希望它们位于临时值空一行之后的下面。

同时我们愿意把传递值命名为其对应的功能。

输出值  

顾名思义，输出值负责将最终的结果输出，从格式上我希望它们的名字和题目中要求

的一致，并且位于输入值空一行之后的下面。

初始化  

与此同时，在运行程序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看到程序不会出现任何在我们意料之外的
值，而这么做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创建这个变量的时候变给予它一个初始值，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初始化。

进行了这些操作之后我们很高兴的发现现在的程序已经变成了这样子（以下是一个例

子）：

for(int i = 0; i < n; i++)

{

 ;

}

int main()

{

    int M = 0, K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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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  
纵使我说了很多，但是在新手的眼中可能感觉都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让我们找到
一道题，然后通过上述的方法进行实施，我会尽力做出讲解。

使用结构体数组求10个学生三门课总平均成绩，及最高分学生信息

学生结构体数组管理10名学生的信息，分别是学号、姓名、3门课的成绩
(double型)，从键盘输入10名学生的全部信息，打印出总的平均成绩与最高分学
生信息

输入格式:

    int num[10] = {};

    

    char output[10] = {};

    

    //input

    cin >> M >> K;

    for(int i = 0; i < M; i++)

    {

        cin >> num[i];

    }

    

    //step1

    int temp = 0;

    

    int trans1 = 1；

    //step1的功能实现xxxxx

    

    //step2

    int trans2 = 2;

    for(int i = 0; i < M; i++)

    {

        int temp_cnt = 0;

        //step2的功能实现xxxxx

    }

    

    //output

    for(int i = 0; i < M; i++)

    {

        cout << output[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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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输入10名学生的信息，包括学号char num[6]、姓名char name[8]、三门课
分数 double score[3]

输出格式:

输出10名学生总的平均成绩，与3门课程总成绩最高的学生分数，所有成绩输出
保留小数点后2位小数

首先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找到我们需要的信息，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结构体数组，记录

下来十组信息，然后求出平均分以及最高分的学生，于是我们可以写出以下的伪代

码。

事已至此我们能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诸如输入信息或者创建结构体，都是我们已经
会的，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我们虽然写出来了但是依然意义不明，比如说如何求出平均

分呢？

以下的这一步是C++程序设计唯一考验的能力，你只需要有能力完成这一步就可以，
就是去将一个复杂问题再次拆分成更加简单的子问题。

所以我们设想了这样一种方法，我们先求出来全部的分数的总和，然后最后除以一共

的分数份数（30），这样就可以求出来平均分了。

同理，求出最高分的想法也很简单，先记录一个学生的总分以及他的编号（在数组中

是第几个，我们一般会选择先记录第0个学生），用这个学生的总分依次和其他学生
比较，如果其他的学生的分数比他大，则记录下这个比较大的学生的总分和编号，继
续向后比较（没有必要从头比较一遍，因为前面的学生已经比刚才记录的学生要小

了，所以现在记录的学生一定比前面的大），最后我们会得到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就
是最高分的学生的编号。

于是我们可以修改伪代码了：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创建一个学生结构体，其中包括学号，姓名以及三门课的分数

int main()

{

    //声明一个长度为10的学生结构体数组

    

    //输入信息

    

    //求出平均分

    

    //求出最高分的学生

    

    //输出结果

}



然后我们创建变量：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讨巧的操作，使用string代替char数组，这样在输入的时候会方
便不少，且string创建之后无需初始化）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创建一个学生结构体，其中包括学号，姓名以及三门课的分数

int main()

{

    //声明一个长度为10的学生结构体数组

    

    //输入信息

    

    //求出平均分

    //-求出全部的分数的总和

    //-求出平均分

    

    //求出最高分的学生

    //-记录一个学生的总分和编号

    //-依次进行比较

    //--如果在比较的过程中有人更大，改为记录这个人的总分和编号

    

    //输出结果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创建一个学生结构体，其中包括学号，姓名以及三门课的分数

struct student

{

    string num;

    string name;

    double score[3] = {};

};

int main()

{

    //声明一个长度为10的学生结构体数组

    student stu[10] = {};

    //输入信息

    for(int i = 0; i < 10; i++)

    {

        

    }

    //求出平均分



之后便可以编写主要程序的内容了，此时整体的程序已经被我们分解的成为了简单到
不能再简单的子问题了。

    int temp_sumAll = 0;

    for(int i = 0; i < 10; i++)

    {

        //-求出全部的分数的总和

    }

    //-求出平均分

    double averageScore = 0;

    

    //求出最高分的学生

    //-记录一个学生的总分和编号

    double temp_stuScore = 0;

    int stuNum = 0;

    //-依次进行比较

    for(int i = 0; i < 10; i++)

    {   

        //--如果在比较的过程中有人更大，改为记录这个人的总分和编号

    }

    //输出结果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创建一个学生结构体，其中包括学号，姓名以及三门课的分数

struct student

{

    string num;

    string name;

    double score[3] = {};

};

int main()

{

    //声明一个长度为10的学生结构体数组

    student stu[10] = {};

    //输入信息

    for(int i = 0; i < 10; i++)

    {

        cin >> stu[i].num;

        cin >> stu[i].name;

        cin >> stu[i].score[0];

        cin >> stu[i].score[1];

        cin >> stu[i].score[2];

    }



    //求出平均分

    double temp_sumAll = 0;

    for(int i = 0; i < 10; i++)

    {

        //-求出全部的分数的总和

        temp_sumAll += stu[i].score[0];

        temp_sumAll += stu[i].score[1];

        temp_sumAll += stu[i].score[2];

    }

    //-求出平均分

    double averageScore = 0;

    averageScore = temp_sumAll / 30;

    

    //求出最高分的学生

    //-记录一个学生的总分和编号

    int temp_stuScore = 0;

    int stuNum = 0;

    temp_stuScore = stu[0].score[0] + stu[0].score[1] + 

stu[0].score[2];

    stuNum = 0;

    //-依次进行比较

    for(int i = 1; i < 10; i++)

    {

        //--如果在比较的过程中有人更大，改为记录这个人的总分和编号

        if(temp_stuScore < stu[i].score[0] + stu[i].score[1] + 

stu[i].score[2])

        {

            temp_stuScore = stu[i].score[0] + stu[i].score[1] + 

stu[i].score[2];

            stuNum = i;

        }

    }

    //输出结果

    printf("%.2lf\n", averageScore);

    cout << stu[stuNum].num << " " << stu[stuNum].name << " ";

    printf("%.2lf %.2lf %.2lf", stu[stuNum].score[0], 

stu[stuNum].score[1], stu[stuNum].scor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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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  
在我们看完实例之后可能心中还是存在一些疑惑，虽然最后的代码实现过程不算困难

（假如说输出部分有看不懂的见附录部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程序的生成是如何
出现的，为什么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我们要使用for，这一点是怎么想到的。这时候我
们需要一些思维的帮助，以及一些小技巧，不过在处理目前的简单问题时显然不需要

任何的算法对应的思维。

遍历  

遍历其本质上是一个操作，指的是从某一处依次访问直到另一处停止，一般我们会使
用for来进行这个操作。通常有很多情况我们具有的是一组数据（比如说实例中的情
况，或者说一长串的字符串也可以说是一组数据），而我们想要知道这组数据中的某
一个属性（我们暂且抽象的称之为属性，它可以是全部值的和，一个最小值，或者某

一个值所在的位置），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对于整体的数据需要拥有一个认知，这时候

就需要我们依次访问数据之中的每一个值，这时候使用for总是没错的。

count与flag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某一个程序块之中发生了什么，但是外界的下一个程序块无法

直接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创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变量，我愿意称之为count与flag。

count是一个计数器，比方说当你需要计算1到100的数字中有几个是质数的时候，每
次检测到质数后让count++无疑会是一个好想法。

而flag是一个指示灯，而当我们需要知道一串字符中是否存在字母A的时候，我们在
检测到A之后让flag = 1然后break，自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也正是因此，对于
flag与count的初始化问题需要格外重视。

不要使用库函数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依赖一些库函数去解决问题，但是一般我们不推荐
你这样做，作为新手，使用一个看似便捷但是事实上你都不清楚内部的运行原理的库

函数的时候，报错之后往往会让你无从下手，有的时候手动实现这个方法虽然看上去
臃肿且貌似很笨，但是事实上程序的运行时间也不会慢上很多，并且方便后续的

Debug（纠错）。

当然，一些重要且常用的还是要记住的，这里一般是数学函数，尤其是sq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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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记忆Ascii码  

虽然说使用Ascii码能显得你是一位高手，但是往往会降低程序的可读性（无论是谁看
到一串数字也要过一会才能反应过来其对应的字母），得益于编译器，我们可以字符

和其对应的Ascii码可以自由的转换，所以当我们下一次需要把一串内容是数字的字符
转成真正的数字的时候，不要再使用 str[1] - 48了，使用 str[1] - '0'会方便很

多。

即时输出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要求我们找到某事物并输出，按照我们理论来说上述的

方法，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用于记录全部的找到的事物的“容器”并且在程序的最后输
出，但是往往容器创建多大、如何知道要输出多少，这些问题对于新手来说反而更容

易出现问题，所以此时可能需要稍微打破上述的规矩，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立刻
输出我们找到的事物。

背诵一些必要的模板  

对于高手来说，一些操作他们可以下意识一步步做出来，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需要

一些背诵，记下来那些常用的功能如何实现：

求一个数字是否是质数  

以下是一种较为省时但是方便理解的方法，诸如埃式筛法等更加美妙的算法请自行到
搜索引擎搜索，假如学有余力。

#include <cmath>

bool isPrime(int n)

{

    if(n == 0 || n == 1)

        return false;

    for(int i = 2; i <= sqrt(n); i++)

    {

        if(n % i == 0)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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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符转化为数字  

排除故障  
前言  
本人虽然不敢说擅长编程，但是帮助不少的同学检查过他们错误的程序，并且成功找

到错误，我将在下面列举这些常见错误，理论来说只要你按照这个顺序依次检查，能
够检查出来99%新手常见的问题。

临时值归零  
假如说不按照我上述的方法进行创建临时值，我们通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比方说在上

述的“实战”问题中，我们要找到总分大于200分的学生，并且输出他们的学号，按照
上述的“进阶”中“及时输出”的原则，我希望你能理解下面这个代码片段。

有了之前的提醒，应该很容易发现我们应该直接写 sum = stu[i].score[0] + 

stu[i].score[1] + stu[i].score[2];或者在这句之前加上 sum = 0;进行归零

处理，在处理count类型的临时变量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只不过在一
些时候我们确实没有使用赋值符号的地方，而后续的操作之中我们又忘记了在开始的

时候加上归零，这时候一匹脱缰的野马就诞生了，这个计数器会无限的上升，冲破一
切的束缚，并且让程序偏离原来的走向。

//本内容直接写在main函数中

char a[10];//假设已经知道了这个十位的数组，其中已经有了确定的内容

int num = 0;

for(int i = 0; i < 10; i++)

{

    int temp = a[i] - '0';

    for(int j = 0; j < 10 - i - 1; j++)

        temp *= 10;

    num += temp;

}

int sum = 0;

for(int i = 0; i < 10; i++)

{

    //计算总分

    sum += stu[i].score[0] + stu[i].score[1] + stu[i].score[2];

    //如果大于200分就输出

    if(sum > 200)

        cout << stu[i].num << end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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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条件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临界条件的存在，也就是在for这种问题上，我们的第二个式
子之中应该是<还是<=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再加上一些奇怪的内容，这方面想不清楚
往往也会是报错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里我们举两个经典的例子：

1.边界去留

这是一个很像上面提到的判断质数问题的函数，但是它报错了，当我们输入9的时
候，它给出的结果居然是true，甚至输入4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true的结果，这就是
对于边界条件的去与留思考不仔细的结果，代入程序的逻辑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假

如说对于n，n的平方根是一个质数，那么这个值无疑是需要被考虑的，比如上面提到
的4、9，所以毫无疑问 i < sqrt(n)这里的小于号应该改为小于等于。

2.边界对齐

依然引用了上面的程序，我们都知道这个程序最为惊险的地方就在于 j < 10 - i - 

1的选择，为什么不是10 - i，或者是10 - i -2，我们在这里提供一种思路，就是对于
临界情况的考虑。

#include <cmath>

bool isPrime(int n)

{

    if(n == 0 || n == 1)

        return false;

    for(int i = 2; i < sqrt(n); i++)

    {

        if(n % i == 0)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char a[10];//假设已经知道了这个十位的数组，其中已经有了确定的内容

int num = 0;

for(int i = 0; i < 10; i++)

{

    int temp = a[i] - '0';

    for(int j = 0; j < 10 - i - 1; j++)

        temp *= 10;

    num += te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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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数组的最后一个数字，i = 9，那么这个时候我不希望它进行任何一次的乘以
10的操作，于是for应该是恰好不执行，也就是说此时恰好是j < 0的情况，也就是10 - 
i - bias(一个未知的偏移量)此时等于0，那么不难求出bias = 1，当然，假如你不知道
应该减i，可以设成10 + ki + bias，然后寻找两个i的情况，建立一个方程组进行求
解。

如此，这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而这一切基于的思想是“for的操作是连续的”，假如有
精力可以理解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堆栈溢出_段错误  
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这种问题，这是因为PTA编译器本身的一些原因，我们只需要把
那些看上去很大的嵌套了很多层的变量声明放到全局（在main函数的外面）一般就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小问题  
同时编程中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其中比较经典的就是 cin与 cin.getline的

冲突问题：

此时会出现错误，当你按照要求输入了两个数字，然后按下回车，之后输入一个字符

串，或者按下空格再输入字符串，当你输出这串字符串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前面多出
了一个你输入的空格的字符串，或者一个空的字符串，这是因为 getline的读取特

性，此时你只需要在 cin和 getline之间添加一句 cin.ignore();便可以解决问

题。

输出格式  
字面意思，输出格式的问题，题目会对于输出格式有各种奇怪的要求，在输出之前检

查空格、大小写以及回车，不要在这里出现错误。

结语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一个报错，而且我们面临的不是全错，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想
法是没有错的，那么我们注意每一个被创建的临时变量的处理，在for和if中判断的边
界条件是否合理，并且注意一下题目的输出要求，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是不是

很简单？但是一定要仔细，这是我帮助别人检查程序而不是自己疯狂报错的不二法
门。

int a = 0, b = 0;

string c;

cin>>a>>b;

getline(c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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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符 对应数据类型 备注

d 整型  

c 字符型  

f 单浮点型  

lf 双浮点型  

s 字符串型 char*

附录  
输入  
没什么好说的。

输出  
使用 cout的时候直接使用即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输出保留一定位数的小

数，或者需要在整数的前面填充一定的0，这时候使用 printf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更加

简单的方法。

printf()  

printf在基本使用时的组成格式大概是这样子的：

这一部分是一个基础的框架，假如说你有任何的想要输出的文本之类的东西，就都放

在""里面。而同时假如说你需要输出一些变量，你就需要使用说明符了。

说明符的使用格式为%+其本身，而说明符不同则对应着你选择输出的变量的数据类
型不同，在这里给出几个常见的说明符：

这时候假如说你需要输出这个变量，在你希望它在的地方打了占位符后，在""的后面
写,+变量名或者直接使用这个变量，就可以完成输出，同时为了进行多个变量的输
出，可以连续使用多个说明符，之后在""后面连续使用,+变量名的输出格式。

给一个极端的案例来方便理解一下

prin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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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Hello World

同时补充一个转义符，即，在 printf的双引号中写下 \n可以代表换行。

关于输出固定位数的小数  

格式：%+说明符的完整格式是%+宽度+.精度+类型符

也就是说，假如说你要输出两位小数，你可以写 %0.2lf或者 %.2lf，此处假如说不

输入宽度或者精度对应的格式，或者输入值为0，将输出实际位数。

宽度的意义在于这个数字的长度，假如说本身的数字宽度小于要求的宽度，那么会在
它前面输出空格直到宽度为所需宽度，其中小数点也算是一位宽度度。若大于，则无

事发生。

而精度的意义则在于，为单双浮点为保留到小数点后几位，为整型时为在数字前面添

加0之所需位数位置.

如 printf("%4.3d",10)的输出结果为" 010"，而 printf("%4.3lf",10)的输出结

果为"10.00".

#include <stdio.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char a='l';

    printf("H%cl%co W%cr%cd",'e',a,'o',a);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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