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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 C 号称是

多范式的通用编程语言， 但是RAII实际上已在C 编程技术中

变成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RAII几乎无处不在的身影不仅仅

来自于C 之父的大力提倡， 更来自于这一技术本身的简单， 

高效和几乎无所不能的适应面。 如果您还没有听说过RAII的

话， 那么我在这里再重新叙述一遍， RAII是下列英文短语的

首字母缩写： Resource Acquisition IsInitialisation 这句话直译为

中文的意思是： 资源获得即初始化。 这只是一个短语， 不能

指望靠望文生义来了解字面背后的完整含义，但是短语本身

的确反映了重要的论点： 资源是其一， 初始化是其二。 RAII

是有关资源的。 资源是一切需要分配的数量有限的资料。 比

如， 存储器，文件句柄， 网络套接字端口， 数据库连接， 

以及线程池等。 基本上， 由于物理的限制， 所有的资料都是

有限的。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资料由于局部的极大丰富而

丧失了资源的意义， 比如沙子， 空气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

下， 资料都是有限的， 需要我们善加管理。 资源管理的最基

本形式就是善始善终。 申请了资源， 用完了， 就要归还。 

在C 程序员生活里最常见的就是内存资源， 资源管理就是内

存管理： 申请了内存，不管什么时候逻辑上完成了对这片内

存的使用， 内存就要被正确地释放。 注意这里的用词是"不



管什么时候". 在实际应用中， 内存的使用逻辑是如此复杂，

使得逻辑上界定某块内存的生命周期会成为非常繁琐非常复

杂的任务， 而内存资源就会在人类智力的疏漏中泄漏出去。 

而即使是简单情况，内存也会在菜鸟程序员手忙脚乱的拙劣

中溜走。所以资源管理虽然可以简化为一句"有始有终"， 在

实际当中很难得到保证。 有 一类语言， 比如Java，把内存资

源接管了， 提供了所谓的自动内存管理， 使用内存分配算法

的方式为程序员模拟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准无穷内存

模式。 背后的思想是， 在普通应用中，内存的使用在空间和

时间上都是相对集中的， 这就允许用较少的内存来应付时间

积累上无限的内存请求。 程序员使用这类语言就不用再考虑

内存的释放问题。负担就大大减轻了。 自动内存管理从原理

上把内存资源倍增而产生一种资料（准）无限的虚拟环境， 

从而把程序员从繁重的内存资源管理上解放出来，化更多的

精力考虑实际的事务代码， 提高了生产率。 但是它也有自己

的局限。 一， 自动内存管理算法比较复杂， 本身的程序就要

占一定内存，同时自动内存管理用时间换空间， 还要求实际

物理内存至少为应用最大瞬时所需内存的两倍才能较好地发

挥作用， 这一要求说明，自动内存管理其实已经不是在管理

短缺意义上的"资源"， 而是为不那么浪费地使用丰富的资料

提供一种说得过去的代用方案。 其次，由于自动内存管理是

与具体的应用分离的， 无法知道最合适的切入点， 所以自动

内存管理的介入基本是不可预测的。这限制了自动内存管理

在那些对时间响应要求比较严格的程序中的应用。 最后， 自

动内存管理仅是对内存资源的管理， 它无法管理其它的资源

。 除了内存，程序员往往要和其它的资源打交道。 自动内存



管理模式无法应用到其它类型的资源管理。 C 提供了RAII作

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源管理实用方案。这也是C 语言在资

源管理这一意义更加广泛的问题上作出的贡献。 虽然其实用

意义如此重大， 但是其做法却很简单， 就是用类来表示资源

， 在类的构造函数里分配资源，在类的析构函数里释放资源

。 比如，class Resource { public： Resource（const char *name）

： _resource（alloc_resource（name）） {⋯⋯} ~Resource（）

{ release_resource（_resource）； } }； 资源类的使用也很简单

，按泛围使用。 比如， 有一个事务处理， 使用到了某种资源

。 如果这一事务可以用一个函数来表示， 那么，可以简单地

用一个在函数入口处分配的资源变量来表示资源分配。 例如

： void transaction1（const char*res_name） { Resource res

（res_name）； //后面是使用资源res } 不 管程序体内资源res

的使用逻辑如何复杂， 退出路径如何繁多，C 语言保证了在

退出函数范围的时候， 资源对象必定得到析构， 资源必定得

到释放。 这一保证甚至包括底层函数抛出异常的情况。 所有

这些都是免费的，程序员要做的， 就是用一个RAII语义的类

来表达一类资源， 然后用一对标识代码范围的大括号来构勒

资源的每一个生命周期范围。 如果该事务逻辑过于复杂，无

法有效地在单一函数里表达， 那么可以用一个类来表达该事

务， 这个类可以简单地把用到的RAII资源作为成员包含，在

表达逻辑上达到了资源和事务逻辑共生死的地步。 你会说， 

这太不够用了， 资源的生命周期可能是动态的， 无法静态决

定。 有时候甚至是外部用户决定的。遇上这种情况， 智能指

针类（其本身就有RAII语义）的引用计数基本上可以解决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问题。 例如在一个很实际的应用中，一个事



务可能由用户通过界面发起执行， 发起后可能由于外部资源

失败而中止， 可能由于用户命令而中止， 也有可能是自然执

行完毕而中止。 一个比较自然的表达是线程池和事务函数。 

接到用户命令， 主程序选择可用的闲置线程， 载入该事务函

数运行， 一旦事务函数因为故障或者自然原因返回，线程重

新回到闲置状态。 事务函数和主程序用数据同步通讯的方式

来实现事务运行状态的控制。 在这种方式中， 资源成为函数

的一部分， 其生死已基本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只要关

心， 何时调用事务函数。 这已经是比较大比较接近事务逻辑

的问题了。 如果不能使用线程， 或者认为多线程管理要比资

源管理还要微妙还要邪恶，那么就要写所谓的异步过程。 整

个的逻辑就是要在一个线程里通过轮询和动作切割的方式来

实现事务和事件的多道并行处理， 这仍然可以通过写一个异

步事务类来表达，资源将作为成员附着在该事务类上， 而所

有的异步事务类将作为资源被轮询循环所在的函数自动管理

（这是必然的， 主循环需要轮流执行当前正在执行的事务）

。 可见， 通过RAII程序员成功地把资源管理问题弱化， 转为

如何表达事务逻辑上。 而这正是程序员的主要任务。 也就是

说， 一旦资源被用RAII的形式封装起来，程序员就不再考虑

资源泄漏问题， 而考虑如何表达事务逻辑的问题， 这个代价

并不算大。 当然，程序员要坚持只用资源类的对象形式而不

是显式动态分配的形式（也就是函数里的普通变量或者事务

类里的普通成员， 而不是任何new出来的对象形式），否则

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这算是一点点代码要求。 并不难做到

。 和自动内存管理比较起来， RAII仅需少量的管理代码（对

类不对对象），能普遍适用于各种资源对象的使用， 时间上



可以控制和预测。 能为资源管理提供一个统一的模式。 RAII

是自由的，它更多是靠程序员对规范的简单遵守（坚持使用

对象而不是指针）来达到目的。 我认为， 程序员是需要遵守

纪律的， 特别是那些好的纪律。 使用RAII应该成为C 程序员

的基本习惯， 这正如书写无错高效代码应该成为每个C 程序

员的追求。 特别推荐： C/C 误区一:voidmain() C/C 误区

二:fflush(stdin) C/C 误区三:强制转换malloc()的返回值 C/C 误

区四:charc=getchar(). C/C 误区五:检查new的返回值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