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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抽象类和接口是 3.语言中两个重要的对象引用类型"是 3.程序设计使用多态性的基础# 本文对两者进行

比较"并通过例子说明了抽象类和接口的区别和使用场合#
关键词!3.语言 类 抽象类 接口

4-引言

3.是5&$"6768%近年来推出的一个新的编程语言!像

9#:#一样!3.也是完全面向对象的" 也就是说 3.中的

所以代码都封装在类中" 3.也具有面向对象语言所共

有的三个特点#继承$封装和多态!其中多态主要有抽象

类和接口来实现" 抽象类和接口在功能上有许多相似

之处!因此许多读者不知道如何区分什么时候该使用抽

象类!什么时候该使用接口" 本文首先从二者的定义和

语法的层面对二者比较分析!接下来举了二个例子进一

步说明!最后结合二个例子从语义的层面来讨论二者的

区别和适用的场合" 目的是让读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有规可循!设计出更加高效$灵活$健壮的3.程序"

;-具体类!抽象类和接口

类是对同类对象的共性加以抽象和封装" 类是一

种数据结构!具体类中包含数据成员$函数成员以及嵌

套类型" 3.中的类分具体类%非抽象类& 和抽象类"
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具体类可以直接被实例化!而抽

象类不允许直接被实例化" 而接口是接口用户%使用

接口的程序&与接口的实现者%实现接口的类&之间在

建立起一种约定!用户只需关心接口有哪些功能而不

必关心它们的实现!接口的实现者即类必须按约定为

接口中的各功能!其实就是为抽象方法提供实现代码"
下面!我们从具体类$抽象类和接口的定义和语法

层面来分析三者的区别和联系"
;<4 具体类

在 3.中!具体类用 $’#77关键字声明!是 3.程序最

基本的单位" 具体类可以别的类继承而来!也可以不

继承别的类!但在 3.语言中类都隐式的继承 =>?+$%
类" 具体类可以实现一个或多个接口!也可以不实现

任何接口"

具体类的成员可以包括#常量$字段$方法$属性$

索引函数$事件$运算符$构造函数$析构函数和嵌套的

类型声明等" 此外类可以继承!在 3.中所有的类!不

管是抽象类还是具体类!只能单继承" 也就是说!一个

子类只能有一个父类!而不允许同时继承来自两个或

两个以上不同父类的属性和方法"

;<; 抽象类

在 3.中!具体类用 #>7%"#$%$’#77关键字声明抽象

类" 抽象类最显著的特点在与抽象类不能实例化!即

在编程时不能 ,+@出一个抽象类的对象" 其他特点还

有#抽象类不能被密封" 当具体类继承抽象类时!具体

类必须覆盖抽象类的方法" 抽象类中不一定包含抽象

方法! 但包含抽象方法的类一定要被声明为抽象类!

否则编译时将出错"

抽象类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作用#

%4& 为一些相关的类接供了公共基类以便为下层

类功能相似但实现代码不同的那些方法对外提供统一

的接口!使 3.程序具有多态性’

%;& 为下层相关子类提供一些公用方法的实现代

码!以减少代码冗余’

%0& 防止类被意外实例化!这对一些直接实例化

没有意义的类!可以加上 #>7%"#$%关键字!这样可以增

强代码的安全性"

;<0 接口

在 3.中接口用 A,%+"8#$+来定义" 接口实际上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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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了一个协议!实现接口的类必须带有协议" 接口的

成员包括方法$特性$索引函数和事件" 接口中定义的

方法只能声明而不能方法体" 接口特性声明只是为了

表明此特性是可读写的!或只读的还是只可写的"
与类只能单继承不同!接口和类可以多继承接口"

通过接口继承我们可以实现接口的组合与扩充" 接口

常常被用来为具有相似功能的一组类!对外提供一致

的服务接口!这一组类可以是相关的!也可以是不相关

的" 所以!接口往往比抽象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抽象类与接口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以下 0 个方面#
%4& 抽象类中可以包含方法的声明!也可以提供

方法的实现代码!而接口中只能提供方法声明!不可以

有任何实现代码’
%;& 抽象类与其子类之间存在层次关系!而接口

与实现它的类之间则不存在任何层次关系’
%0& 抽象类只能被单继承!而接口可以被多继承"
现在以表格的方式!对实例类!抽象类和接口三者

的特点进行概括如表 4 所示#

表 4-实例类$抽象类和接口的比较

具体类 抽象类 接口

能否实例化 不能 不能 不能

能否多继承 不能 不能 能

能否为方法

提供代码
能 能 不能

能继承

哪些类型

具体类!抽象

类!接口

具体类!抽象

类!接口
接口

能包含

哪些成员

常量!字段!方法!
属性!索引函数!

事件!运算符

常量!字段!
方法!属性!

抽象函数

方法!特性!
索引函数

和事件

0-实例

本文所有的例子以能够充分说明抽象类和接口的

区别以及何时该用二者中的哪一个为目的" 为了能简

明的说明问题!代码尽可能的简单!方法体以及对特性

的操作没有具体实现"
例 4!这里声明一个通讯工具的抽象类!假设现在

的通讯工具都具有收发语音信号和收发电子邮件的

功能"
CC抽象类

-#>7%"#$%$’#7736DDE,&$#%&6,F66’
-(

*E>’&$#>7%"#$%7%"&,G,#D+
(
-G+%’
-7+%’
)
*E>’&$:&"%E#’:6&H I+,HJ6&$+%&()
*E>’&$:&"%E#’:6&H K+$+&:+J6&$+%&()
*E>’&$:&"%E#’:6&H I+,H5#&’%&()
*E>’&$:&"%E#’:6&H K+$+&:+5#&’%&()

-)
-$’#773+’’*L6,+#36DDE,&$#%&6,F66’
-(

*E>’&$6:+""&H+7%"&,G,#D+()
*E>’&$6:+""&H+:6&H I+,HJ6&$+%&()
*E>’&$6:+""&H+:6&H K+$+&:+J6&$+%&()
*E>’&$6:+""&H+:6&H I+,H5#&’%&()
*E>’&$6:+""&H+:6&H K+$+&:+5#&’%&()

-)
-$’#7736D*E%+"#36DDE,&$#%&6,F66’
(

*E>’&$6:+""&H+7%"&,G,#D+()
*E>’&$6:+""&H+:6&H I+,HJ6&$+%&()
*E>’&$6:+""&H+:6&H K+$+&:+J6&$+%&()
*E>’&$6:+""&H+:6&H I+,H5#&’%&()
*E>’&$6:+""&H+:6&H K+$+&:+5#&’%&()

-)
例 ;!下面声明了二个接口!!电话接口和邮件

接口!再用一个手机类来继承和实现这二个接口" CC
接口

&,%+"8#$+A!L6,+
(
-:6&H I+,HJ6&$+%&’
-:6&H K+$+&J+:6&$+%&’
)
&,%+"8#$+A5#&’
(
-:6&H I+,H5#&’%&’
-:6&H K+$+&:+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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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L6,+#A!L6,+!A5#&’
(
-7%"&,G,#D+
-(
--G+%("+%E", ,#D+’)
--7+%(,#D+M:#’E+’)
-)
-*E>’&$:6&H I+,HJ6&$+%&()
-*E>’&$:6&H K+$+&J+:6&$+%&()
-*E>’&$:6&H I+,H5#&’%&()
-*E>’&$:6&H K+$+&:+5#&’%&()
)

/-讨论

下面我们结合上面的二个例子!透过语法从语义

的层面来讨论抽象类和接口的区别"
%4& 从继承背后的语义来分析!抽象类是一种对

实体对象类型的抽象!而接口则是对某些功能的抽象"
当一个类继承一个抽象类时!其背后所包含的语义是*
&7#7E>$’#77*%是这个抽象类的一个子类&" 例一就说

明了这一点!计算机类和手机类都属于通信工具!是对

这个大类的进一步细分" 当一个类继承一个接口时所

包含的语义是* L#7%L+7+8E,$%&6,7* %具有这些功能&"
例二正好说明这一点!电话接口的功能包括接收和发

送语音!邮件接口的功能包括接收和发送邮件" 手机

类继承了这二个接口!说明手机能完成这二个接口所

要求的所有功能"
%;& 从继承的结构来看!一个抽象类可以派生出

很多子类!这些子类有一个共同的父类" 我们可以把

它看作是一个正三角的结构" 在例一中通信工具类派

生出了手机和计算机类!计算机又可以派生出 !3机$
笔记本等其他子类" 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通信工具类" 而一个类在继承接口时可以多继承!
那么它可以将自身可以实现的所有接口功能来继承这

些接口!此时的结构更像一个倒三角" 在例二中手机

实现了电话和邮件的功能!其实手记还能实现其他的

功能!比如#上网$游戏$下载图片等" 抽象这些功能的

接口之间又能任意的组合!甚至还可以划分层次" 但

是这些功能的最终实现者就是手机类"

%0& 从实现的思维模式来看!使用抽象类时其思

维模式往往是自底向上的!注重的是软件的实体结构"
比如在例一中我们抽象出 36D*E%+"和 3+’’*L6,+二个

类!在给这二个类定义属性和方法时发现其中很多的

属性和方法相同!于是我们想到了抽象出一个 36DDEN
,&$#%&6,F66’类作为这二个类的抽象基类来封装这些属

性和方法!实现代码复用"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考

虑更多的是实体而不是功能"
而使用接口时我们的思维模式往往是自顶向下

的!注重的是软件所能完成的功 能" 比 如 我 们 设 计

一个软件要有打电话和发邮件的功能!正如例 二 所

定义的!我们抽象出 A*L6,+和 AD#&’二个接口来封装

打电话和发邮件的功能!要求继承这二个接口 的 类

必须为这些功能提供代码" 至于会用那个类来或哪

些类来实现这些功能!以及这些类之间的关系 是 次

要的"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功能而

不是实体"
%/& 从抽象类和接口所能完成的功能来看!二者

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比如例一中!我们也可以定义一

个通 信 接 口 %A36DDE,&$#%&6,&! 然 后 用 36D*E%+"和

3+’’*L6,+二个类来继承这个接口"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

例二中的接口改为抽象类来定义!然后再继承时再增

加方法来完成所有功能" 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

因为例子中的定义更符合抽象类和接口背后所包含的

语义"
%B& 从抽象类和接口的特点来看!抽象类更好的

体现了多态性!接口更好的体现了封装性" 抽象类中

可以有实现代码!接口中不能有实现代码" 当有大量

公共代码时应首先考虑用抽象类!它能实现代码的复

用" 但是这也是抽象类继承的最大缺陷!当继承的层

次过多时!子类中含有许多无用的代码" 这使得子类

对象过于复杂" 而从接口继承时就可以避免这个问

题!因为从接口可以多继承!我们可以将接口进行任意

的组合!选取其中要实现的功能!继承对应的接口" 这

样类中的方法就会简单$清晰"
%O& 在对外提供接口%这里的接口是指软件的各

个模块或包之间的接口&时!最好用接口而不是抽象类

来实现" 这样能使内部代码无论怎样改变都不会影响

到模块间的调用关系!也就是说其他模块的代码不会

随之改变" %下转第 O;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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