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列表

Python中的列表（list）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序列数据类型，其灵活性和功能使其成为处理和组织数据的

核心工具之一。作为一种有序且可变的序列，列表能够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对象，并且允许通过索引直接

访问和修改元素。这种可变性使得列表在数据分析以及动态存储场景中非常适用。

3.1 序列概述

重要性：HHHHH； 难易度：HH

在 Python 中，序列（sequence）数据类型是一类用于存储有序数据的容器，能够通过整数索引访问

其元素。常见的序列类型包括字符串（string）、列表（list）、元组（tuple）、字节序列（bytes）、字节数组

（bytearray）和范围（range）对象。这些序列类型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的元素是有序的，可以通过索引进

行访问，并且支持诸如切片、连接、重复等操作。常见序列数据类型如下：

1. 列表（List）：列表是可变的序列类型，允许包含任意类型的对象。它可以动态修改，如添加、删除或替

换元素，因此非常适合需要频繁操作元素的场景。

2. 元组（Tuple）：与列表类似，但元组是不可变的。这意味着一旦元组被创建，就不能更改其内容。元组

的不可变性使其在需要防止数据被意外修改时特别有用。

3. 字符串（String）：字符串是不可变的字符序列。由于不可变性，字符串一旦创建就不能修改，这使得

它在需要保持数据安全时非常有用。

4. 范围对象（Range）：范围对象表示一个不可变的整数序列，通常用于 for循环中生成整数范围。它通

过指定起点、终点和步长来定义序列。

Python的序列类型提供了丰富的操作，如切片（提取子序列）、连接（使用 +运算符连接多个序列）、

重复（使用 *运算符重复序列）和成员资格测试（使用 in和 not in测试元素是否在序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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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创建列表

重要性：HHHHH； 难易度：H

列表（list）是一种有序且可变的数据结构，能够存储多个元素，并允许对这些元素进行动态操作，如添

加、删除或修改。这种灵活性对于商业环境中的数据操作十分关键，特别是当涉及到需要不断更新和分析

的数据集时。

3.2.1 定义列表

Python列表使用方括号定义，并通过逗号分隔元素。它可以包含各种类型的数据，例如数字、字符串、

甚至其他列表。这使得列表能够存储复杂的数据结构，如订单记录、财务数据或客户反馈等。在商业数据分

析中，列表通常被用来处理和存储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如销售数据、客户信息、产品列表等。以下是一个

简单的例子：

1 # 示例：存储销售订单数据

2 orders = ["订单A", "订单B", "订单C"]

3 orders.append("订单D") # 添加新订单

4 print(orders) # 输出 ['订单A', '订单B', '订单C', '订单D']

在这个例子中，列表 orders存储了多个订单信息，并通过 append()方法添加新的订单。这种动态

添加数据的能力在处理不断变化的业务数据时尤为重要。

3.2.2 list函数

list() 是 Python中的内置函数，用于将可迭代对象（如字符串、元组、集合等）转换为列表。该函数

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空列表，或者通过传递一个可迭代对象来初始化列表，基本语法如下：

list([iterable])

iterable（可选）：可以是任何可迭代对象，如字符串、元组、集合等。如果未提供参数，则返回一个空列

表。

1.创建空列表

如果不传递任何参数，list() 将创建一个空列表：

1 empty_list = list()

2 print(empty_list) # 输出：[]

2.从字符串创建列表

list() 可以将字符串转换为由单个字符组成的列表：

1 string = "hello"

2 char_list = list(string)

3 print(char_list) # 输出：['h', 'e', 'l', 'l', 'o']

3.从元组创建列表

可以将一个元组转换为列表，允许对其中的元素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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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uple_data = (1, 2, 3)

2 list_from_tuple = list(tuple_data)

3 print(list_from_tuple) # 输出：[1, 2, 3]

4.从集合创建列表

使用 list() 将集合转换为列表，注意集合中的元素是无序的：

1 set_data = {1, 2, 3}

2 list_from_set = list(set_data)

3 print(list_from_set) # 输出：[1, 2, 3]，元素顺序可能不同

3.2.3 列表的多维结构

Python列表还支持多维结构，即列表的元素可以是另一个列表，这使得它在表示复杂的商业数据时非

常有用。例如，在一个订单系统中，每个订单可能包含多个产品，每个产品又有自己的属性（如名称、价格、

数量）。使用嵌套列表可以很好地表示这种结构：

1 # 示例：存储订单中包含的产品信息

2 order_details = [

3 ["产品A", 100, 2], # 产品名称、单价、数量

4 ["产品B", 200, 1],

5 ["产品C", 150, 5]

6 ]

7 print(order_details[0]) # 输出 ['产品A', 100, 2]

在这个示例中，每个子列表代表一个产品的详细信息，而整个列表表示一个订单的产品清单。这种嵌

套结构非常适合用于管理诸如采购订单、库存列表等复杂的数据。

3.2.4 列表与数据分析库的集成

在实际的商业数据分析中，列表常被用于与诸如 Pandas 等数据分析库的集成。通过将列表转化为

Pandas中的 DataFrame，数据分析师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数据操作、可视化和分析。例如，将订单数据转化

为 DataFrame后，可以轻松计算总销售额、按产品类别统计销量等。

总之，Python列表在商业数据分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提供了灵活的数据存储和操作能力，并能与更

高级的数据分析工具无缝集成，使得它在商业应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3.3 列表的基本操作

重要性：HHHHH； 难易度：HH

3.3.1 索引操作

通过索引访问列表中的元素是非常基础且常用的操作。列表的索引从 0开始，也可以使用负数索引来

访问从列表末尾数起的元素。下面结合代码示例详细介绍其基本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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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正索引访问元素

Python列表中的元素可以通过方括号 [] 内的索引值进行访问。例如，有一个包含水果的列表：

1 fruits = ['apple', 'banana', 'mango', 'orange']

2 # 访问第二个元素

3 print(fruits[1]) # 输出: 'banana'

在这个例子中，fruits[1] 访问的是列表中的第二个元素（索引从 0开始）。

2.使用负索引访问元素

负索引用于从列表的末尾开始计数，-1 表示最后一个元素，-2 表示倒数第二个元素，以此类推。例

如：

1 # 访问最后一个元素

2 print(fruits[-1]) # 输出: 'orange'

这种方式在不确定列表长度时特别有用，方便访问列表末尾的元素。

3.修改列表中的元素

列表是可变的数据结构，因此可以通过索引直接修改其中的元素。例如，修改上例中第二个元素为

'strawberry'：

1 fruits[1] = 'strawberry'

2 print(fruits) # 输出: ['apple', 'strawberry', 'mango', 'orange']

同样地，也可以使用负索引来修改末尾的元素。

在商务数据分析中，Python列表索引操作经常用于处理和提取关键信息。通过索引，可以从数据集中

快速访问特定数据，例如商品的销售记录、顾客的购买历史等。这种操作能够帮助分析师从大量数据中提

取有价值的见解，并据此做出商业决策。

案例：基于商务数据的列表索引操作

假设有一组表示每月销售额的列表，并希望访问特定月份的销售额。例如，以下代码展示了如何

通过索引访问列表中的数据：

# 销售数据列表，表示1月至12月的销售额（单位：万元）

monthly_sales = [12.5, 15.0, 13.8, 20.5, 17.3, 19.6, 22.4, 21.5, 18.9, 16.7, 14.3, 23.1]

# 获取3月的销售额（索引为2，因为索引从0开始）

march_sales = monthly_sales[2]

print(f"3月的销售额: {march_sales}万元") # 输出: 3月的销售额: 13.8万元

此代码通过索引 [2]访问 3月份的销售数据。这种方法能够快速、直接地从大数据集里提取特定

元素，并可以用于进一步的分析和比较。

3.3.2 切片操作

在 Python中，列表切片是从一个列表中提取部分元素的常用操作。其基本语法是：

list[start:stop: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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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tart表示切片的起始索引（包含该索引），stop表示结束索引（不包含该索引），而 step表

示每次跳过的步长。以下结合几个代码示例来详细说明列表切片的操作。

1.基本切片操作

最常见的切片是使用 start和 stop两个参数，从指定的起始位置到结束位置提取子列表。假设我

们有一个包含前 10个 Fibonacci数列的列表：

1 fibonacci_sequence = [0, 1, 1, 2, 3, 5, 8, 13, 21, 34]

2 sliced_list = fibonacci_sequence[2:5]

3 print(sliced_list) # 输出: [1, 2, 3]

这里，从索引 2开始提取，到索引 5结束（不包括索引 5）。

2.省略 start或 stop参数

如果省略 start参数，默认从列表的第一个元素开始；如果省略 stop，则切片会一直到列表的末尾。

例如：

1 sliced_list = fibonacci_sequence[:4]

2 print(sliced_list) # 输出: [0, 1, 1, 2]

此时提取的是从列表开头到索引 4之前的所有元素。

3.使用 step参数

step参数允许我们指定切片时的步长，从而可以跳过一些元素。例如，以下代码每隔一个元素提取

一次：

1 sliced_list = fibonacci_sequence[1:8:2]

2 print(sliced_list) # 输出: [1, 2, 5, 13]

在这个示例中，step为 2，因此在指定范围内每隔一个元素提取一次。

4.负索引和反转

Python允许使用负索引来从列表末尾进行切片。此外，可以通过负 step来反转列表：

1 reversed_list = fibonacci_sequence[::-1]

2 print(reversed_list) # 输出: [34, 21, 13, 8, 5, 3, 2, 1, 1, 0]

这种方式可以轻松实现列表的反转。

在商务数据分析中，列表切片操作是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的常用手段。通过切片，可以轻松提取出特

定时间段的销售数据，或者根据业务需求筛选出特定产品的销售记录。以下通过一个示例展示如何应用列

表切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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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于商务数据的列表索引操作

假设我们有一个包含 12个月销售数据的列表，现在我们想要提取第二季度（4月到 6月）的销售

数据：

# 销售数据列表，表示1月至12月的销售额（单位：万元）

monthly_sales = [12.5, 15.0, 13.8, 20.5, 17.3, 19.6, 22.4, 21.5, 18.9, 16.7, 14.3, 23.1]

# 提取第二季度（4月到6月）的销售数据

second_quarter_sales = monthly_sales[3:6]

print(f"第二季度的销售数据: {second_quarter_sales}") # 输出: [20.5, 17.3, 19.6]

在这个示例中，monthly_sales[3:6] 使用切片操作来获取从第 4个月（索引为 3）到第 6个

月（索引为 5）的销售额，结果是 [20.5, 17.3, 19.6]。

切片不仅可以用来提取特定范围的数据，还可以结合步长参数来更灵活地操作数据。比如，想要

每隔一个月提取销售数据，可以这样实现：

# 每隔一个月提取销售数据

alternate_month_sales = monthly_sales[::2]

print(f"隔月销售数据: {alternate_month_sales}") # 输出: [12.5, 13.8, 17.3, 22.4, 18.9, 14.3]

在这个例子中， [::2] 表示从列表开头开始， 每隔一个元素提取一次， 结果

是 [12.5, 13.8, 17.3, 22.4, 18.9, 14.3]。

5.使用切片插入元素

切片可以用来在列表中插入元素，而不替换现有元素。通过设置起始索引和结束索引相同的方式，可

以在指定位置插入新元素。

1 numbers = [1, 2, 3, 6, 7]

2 numbers[3:3] = [4, 5] # 在索引3处插入元素

3 print(numbers) # 输出: [1, 2, 3, 4, 5, 6, 7]

在此示例中，通过 [3:3]在索引 3的位置插入了元素 [4, 5]，不会删除列表中的任何现有元素。

6.使用切片替换元素

切片也可以用来替换列表中的一部分元素，只需将指定范围内的元素替换为新的值。

1 colors =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2 colors[1:3] = ['purple', 'pink'] # 替换索引1到2的元素

3 print(colors) # 输出: ['red', 'purple', 'pink', 'green', 'blue']

在此操作中，列表中索引 1和 2的元素（ 'orange'和 'yellow'）被新值 'purple'和 'pink'替换。

7.使用切片删除元素

通过将某一范围内的元素替换为空列表，可以删除列表中的一部分元素。

1 colors =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2 colors[1:3] = [] # 删除索引1到2的元素

3 print(colors) # 输出: ['red', 'green', 'blue']

这里使用切片 [1:3]删除了列表中索引为 1和 2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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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列表拼接

在 Python中，使用加法运算符 +将两个列表拼接在一起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通过这个操作，两

个列表会合并为一个新的列表，而原始列表不会被修改。

假设我们有两个列表 list1 和 list2，可以通过 + 运算符将它们拼接在一起：

1 list1 = ['a', 'b', 'c']

2 list2 = ['d', 'e', 'f']

3
4 combined_list = list1 + list2

5 print(combined_list) # 输出: ['a', 'b', 'c', 'd', 'e', 'f']

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列表 list1 和 list2 被拼接成一个新的列表 combined_list，而原始的

list1 和 list2 保持不变。这个方法简单且易于理解，适合处理中小型数据集。

注意：使用 + 运算符时，会生成一个新的列表对象。因此，对于非常大的列表，可能会消耗额外的内

存。对于需要频繁拼接的大型数据集，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法，如 extend() 方法，它直接修改现有列表，

避免创建新的列表。

案例：拼接两个季度的出口数据

在国际贸易数据分析中，拼接不同时间段或多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是一项常见的任务。这里将结合

国际贸易背景，展示如何通过列表拼接来整合数据。假设我们有两个列表，分别表示 2023年第一季度

和第二季度的出口数据，目标是将它们拼接在一起进行全年数据分析。

# 第一季度出口数据（单位：百万美元）

q1_exports = [1200, 1300, 1250]

# 第二季度出口数据（单位：百万美元）

q2_exports = [1400, 1350, 1500]

# 使用加法运算符拼接两个列表

total_exports = q1_exports + q2_exports

print(f"全年出口数据: {total_exports}")

输出结果为：

全年出口数据: [1200, 1300, 1250, 1400, 1350, 1500]

在这个示例中，使用了加法运算符 + 将两个列表拼接成一个新的列表，适合用于将季度数据合并

为全年数据。这种方法不会修改原列表，而是生成一个新的列表。

3.3.4 列表乘法

列表乘法是一种通过重复列表中的元素来生成新列表的操作。它使用星号运算符（ *）来实现，基本

语法如下：

1 my_list = [1, 2, 3]

2 new_list = my_lis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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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int(new_list) # 输出: [1, 2, 3, 1, 2, 3, 1, 2, 3]

在这个示例中，列表 my_list 中的元素被重复了三次，生成了一个包含相同元素的新列表 new_list。

主要应用

1. 生成固定长度的初始值列表：

通过列表乘法可以快速创建指定长度的列表，如一组初始为零的列表。

1 zero_list = [0] * 5

2 print(zero_list) # 输出: [0, 0, 0, 0, 0]

2. 重复模式：

列表乘法可用于生成重复的模式或序列，如下例生成一系列奇数：

1 odd_numbers = [1, 3, 5] * 3

2 print(odd_numbers) # 输出: [1, 3, 5, 1, 3, 5, 1, 3, 5]


当列表包含可变对象（如嵌套列表）时，乘法操作会重复引用而不是创建独立的副本。这意味

着修改其中一个元素会影响所有引用的对象。这在处理嵌套列表时尤其需要小心。

1 grid = [[0] * 3] * 4

2 print(grid) # 输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4 # 修改第一个子列表

5 grid[0][0] = 1

6 print(grid) # 所有子列表的第一个元素都被修改了

7 # 输出: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由于列表中的子列表是通过引用共享的，修改一个元素会影响所有引用。

因此，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可能需要使用深拷贝来避免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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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于财务数据的列表乘法

在财务数据分析中，列表乘法可用于多种场景，比如对财务数据的重复处理或扩展特定值的用途。

通过列表乘法，能够高效生成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模型或重复某些固定的财务变量。假设我们在分析

公司每季度的运营费用 (Operating Expenses, Opex)，并且需要将某一季度的费用扩展到全年的预算模

型中。我们可以使用 Python列表乘法来简化这一操作：

# 第四季度的运营费用数据（单位：百万美元）

q4_opex = [50, 60, 70]

# 将第四季度的运营费用扩展到全年的预算

annual_opex = q4_opex * 4

print(annual_opex) # 输出: [50, 60, 70, 50, 60, 70, 50, 60, 70, 50, 60, 70]

在这个例子中，列表乘法将第四季度的运营费用重复四次，生成全年数据。这样，我们可以迅速创

建一个预算框架，用于分析未来的财务状况。

拓展：使用 NumPy 也能更有效地进行矩阵级别的乘法操作，特别是在处理财务数据中的矩阵运

算时。比如将利润率乘以一个增长因子来预测未来利润：

import numpy as np

# 利润率数据

profit_margin = [0.1, 0.2, 0.15]

# 乘以增长因子

future_profit_margin = np.array(profit_margin) * 1.1

print(list(future_profit_margin)) # 输出: [0.11, 0.22, 0.165]

这种方法对于处理大规模的财务数据特别有效，能够快速进行元素级别的运算。

3.3.5 修改列表元素

列表元素可以通过索引直接进行修改，这使得列表在处理需要动态变更数据的场景时非常灵活。常用

的两种修改列表元素的方法如下：

1. 通过索引直接赋值：最常见的修改方法是使用列表的索引来替换特定位置的元素。例如，要将列表中

的第二个元素修改为 10，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1 my_list = [1, 2, 3, 4, 5]

2 my_list[1] = 10

3 print(my_list) # 输出: [1, 10, 3, 4, 5]

这里，我们通过 my_list[1] 访问列表中的第二个元素，并将其修改为 10。这种方法简单直接，适

用于已知索引的位置。

2. 使用切片修改多个元素：Python的列表还支持切片操作，允许一次性修改多个元素。例如，要替换列

表中的最后两个元素，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1 my_list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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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y_list[3:] = [6, 7]

3 print(my_list) # 输出: [1, 2, 3, 6, 7]

通过切片，可以直接修改指定范围内的多个元素。

案例：使用列表切片更新销量数据

在营销数据分析的背景下，使用 Python的切片操作可以高效地修改列表中的部分数据。这在处理

产品信息、用户数据或其他营销相关列表时非常有用。例如，假设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存储产品销量的

列表，我们可以通过切片快速调整部分数据。

# 假设我们有一个产品销量的列表

sales = [100, 200, 150, 400, 350, 500]

# 使用切片修改部分产品的销量，将前三个产品的销量分别增加50

sales[:3] = [sale + 50 for sale in sales[:3]]

# 输出修改后的销量列表

print(sales) # 输出: [150, 250, 200, 400, 350, 500]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利用切片操作修改了列表的前三个元素，并在原始销量基础上增加了 50。这

种方法可以用来快速更新大规模营销数据中的部分内容，如促销后的销量调整。通过这种切片技术，

能够灵活地控制需要修改的数据范围，而无需遍历整个列表。

 练习题 1：批量调整营销数据中的销量：假设你有一个代表不同产品销量的列表，你需要将销

量最高的前三个产品的销量减少 20%，以模拟折扣后的销量调整。

问题描述：

1. 创建一个包含多个产品销量的列表，例如 [500, 300, 700, 200, 400, 600]。

2. 使用切片选择销量最高的三个产品，并将它们的值减少 20%。

3. 输出修改后的销量列表。

 练习题 2：替换促销产品的价格：你正在处理一份促销中的商品价格列表，某些产品的价格需

要更新。假设你有一个价格列表，你需要将从第三个到第五个位置的商品价格替换为新的折

扣价格。

问题描述：

1. 创建一个包含商品价格的列表，例如 [100, 200, 150, 400, 350, 500]。

2. 使用切片将第三个到第五个位置的商品价格替换为 [120, 300, 330]，以反映新的

折扣价格。

3. 输出修改后的价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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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删除列表元素

删除列表中的元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常用方式：

1.使用 remove() 方法

remove() 方法根据元素的值来删除列表中的第一个匹配项。如果列表中有重复的元素，remove()

只会删除第一个出现的值。如果指定的值不在列表中，则会抛出 ValueError。

1 # 创建一个包含多个元素的列表

2 fruits = ['apple', 'banana', 'cherry', 'banana']

3
4 # 删除第一个 'banana'

5 fruits.remove('banana')

6
7 # 输出更新后的列表

8 print(fruits) # 输出: ['apple', 'cherry', 'banana']

2.使用 pop() 方法

pop() 方法通过索引删除元素。默认情况下，它删除并返回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如果提供了索引

参数，则删除并返回对应位置的元素。

1 # 创建一个列表

2 numbers = [10, 20, 30, 40]

3
4 # 删除并返回索引为2的元素

5 removed_item = numbers.pop(2)

6
7 # 输出被删除的元素和更新后的列表

8 print(removed_item) # 输出: 30

9 print(numbers) # 输出: [10, 20, 40]

3.使用 del 语句

del 语句可以通过索引删除列表中的元素，也可以删除整个列表的一部分或全部。

1 # 创建一个列表

2 languages = ['Python', 'Java', 'C++', 'Ruby']

3
4 # 删除索引为1的元素

5 del languages[1]

6
7 # 输出更新后的列表

8 print(languages) # 输出: ['Python', 'C++', 'Ruby']

4.使用切片删除多个元素

如果需要删除列表中多个连续的元素，可以使用切片赋值空列表方式或者结合 del 语句与切片操作。

1 # 创建一个列表

2 nums = [1, 2, 3, 4, 5, 6]

3
4 # 删除索引2到4的元素

5 nums[2:5] = [] # 等价于del num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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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输出更新后的列表

8 print(nums) # 输出: [1, 2, 6]

案例：删除无效交易记录

在国际贸易数据分析的背景下，处理大量交易数据时，常常需要删除列表中的无效或重复信息。

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应用 Python的不同方法删除列表元素。假设我们有一份国际贸易的交易金额列

表，其中包含了无效的交易记录（例如值为 0的记录），我们需要将这些无效记录删除。

方法 1：使用 remove() 方法

remove() 根据值删除列表中第一个匹配的元素。对于我们的例子，可以删除列表中首次出现的无

效交易记录。

# 创建交易金额列表

trade_values = [10000, 20000, 0, 30000, 0, 15000]

# 删除第一个无效的交易记录（值为0）

trade_values.remove(0)

# 输出修改后的列表

print(trade_values) # 输出: [10000, 20000, 30000, 0, 15000]

方法 2：使用 list comprehension

为了删除所有无效交易记录（即所有值为 0的记录），可以使用列表推导式重新生成一个不包含这些

记录的新列表。

# 使用列表推导式删除所有无效交易记录

trade_values = [value for value in trade_values if value != 0]

# 输出修改后的列表

print(trade_values) # 输出: [10000, 20000, 30000, 15000]

方法 3：使用 pop() 方法

如果知道无效交易记录的索引位置，可以使用 pop() 方法按索引删除该元素。该方法还返回被删除

的值。

# 删除并返回索引为2的交易记录

invalid_trade = trade_values.pop(2)

# 输出被删除的无效记录和修改后的列表

print(invalid_trade) # 输出: 30000

print(trade_values) # 输出: [10000, 20000, 15000]

3.3.7 增加列表元素

向列表添加元素的常用方法有多种，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景。以下为几种基本语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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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pend() 方法

append() 用于向列表末尾添加一个元素。该元素可以是任意数据类型，如字符串、整数、列表等。示

例代码如下：

1 players = ["player1", "player2", "player3"]

2 players.append("player4")

3 print(players)

4 # 输出: ['player1', 'player2', 'player3', 'player4']

该方法会直接修改原列表，但不返回新的列表。

2. extend() 方法

extend() 用于将另一个列表中的每个元素依次添加到当前列表中，而不是作为单个元素附加。示

例代码如下：

1 nums = [1, 2, 3]

2 nums.extend([4, 5, 6])

3 print(nums)

4 # 输出: [1, 2, 3, 4, 5, 6]

此方法适合在需要一次性添加多个元素时使用。

3. insert() 方法

insert() 允许在列表的指定索引位置插入元素。它接受两个参数：第一个是要插入的位置索引，第

二个是要插入的元素。示例代码如下：

1 nums = [1, 3, 4]

2 nums.insert(1, 2)

3 print(nums)

4 # 输出: [1, 2, 3, 4]

此方法可以用于精确控制元素插入的位置。

4. + 运算符

+ 运算符可以用于将两个列表合并为一个新列表，不会修改原始列表。示例代码如下：

1 nums1 = [1, 2, 3]

2 nums2 = [4, 5, 6]

3 combined = nums1 + nums2

4 print(combined)

5 # 输出: [1, 2, 3, 4, 5, 6]

这种方法适合需要合并列表但保持原始列表不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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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添加多笔新的交易记录到列表

当需要一次性将多个元素（如多笔交易记录）添加到列表中时，extend() 方法是更有效的选

择。

# 交易金额列表

trade_values = [10000, 15000]

# 添加多笔新交易

new_trades = [20000, 25000]

trade_values.extend(new_trades)

print(trade_values) # 输出: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3.8 列表排序

list.sort()方法用于对列表进行原地排序，这意味着它会直接修改原列表，而不会返回新的列表。

该方法的基本语法为：

list.sort(key=None, reverse=False)

其中，key和 reverse是两个可选参数：

key：用于指定一个函数，该函数会为列表中的每个元素生成一个用于比较的值。默认情况下，元素会

被直接比较。

reverse：用于指定排序顺序。默认值为 False，即升序排序。如果设置为 True，列表将按降序排序。

1.升序排序（默认）

1 numbers = [4, 2, 9, 1]

2 numbers.sort()

3 print(numbers) # 输出: [1, 2, 4, 9]

2.降序排序

1 numbers = [4, 2, 9, 1]

2 numbers.sort(reverse=True)

3 print(numbers) # 输出: [9, 4, 2, 1]

3.使用 key参数进行自定义排序

通过 key参数可以实现根据元素的特定属性进行排序，例如根据字符串的长度排序：

1 words = ["apple", "banana", "cherry", "date"]

2 words.sort(key=len)

3 print(words) # 输出: ['date', 'apple', 'cherry', 'banana']

在此示例中，len函数作为 key的值，列表按照字符串的长度升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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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股票价格排序

在金融数据分析中，使用 Python的列表排序功能可以有效地对数据进行组织和处理。特别是在

分析股票价格、贷款金额或其他金融指标时，列表排序能够帮助高效地对数据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列，

以便更好地观察数据的趋势和规律。下面展示了一个基于股票价格的排序示例，其中使用了 Python

的 sort()方法对每日收盘价进行排序：

# 股票价格数据

closing_prices = [120.34, 130.21, 115.56, 118.89, 125.67]

# 对收盘价进行升序排序

closing_prices.sort()

print("升序排序后的价格:", closing_prices)

# 输出: 升序排序后的价格: [115.56, 118.89, 120.34, 125.67, 130.21]

# 对收盘价进行降序排序

closing_prices.sort(reverse=True)

print("降序排序后的价格:", closing_prices)

# 输出: 降序排序后的价格: [130.21, 125.67, 120.34, 118.89, 115.56]

在上述代码中，sort()方法用于对股票收盘价列表进行排序。第一次排序是默认的升序排列，第二

次通过将参数 reverse=True设置为 True来实现降序排序。这种方法在对金融数据，如股票价格、

交易量或贷款金额等进行排序时非常实用。

3.3.9 列表复制

复制列表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使用 copy()方法，该方法创建列表的浅拷

贝。浅拷贝意味着新列表中的元素与原列表中的元素引用相同的内存地址，因此如果列表中包含嵌套对象

（如另一个列表），对这些对象的修改将影响两个列表。copy()方法的基本语法如下：

new_list = original_list.copy()

1 # 原始列表

2 original_list = [1, 2, 3]

3
4 # 使用 copy() 方法复制列表

5 new_list = original_list.copy()

6
7 # 修改新列表

8 new_list.append(4)

9
10 # 输出结果

11 print("原列表:", original_list) # 输出: 原列表: [1, 2, 3]

12 print("新列表:", new_list) # 输出: 新列表: [1, 2, 3, 4]

在此示例中，copy()方法返回一个新的列表对象，但修改新列表不会影响原列表。这对于需要保留

原始数据时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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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浅拷贝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copy()方法只进行浅拷贝。如果列表中包含嵌套对象（例

如列表中的列表），则对嵌套对象的修改会影响原列表和新列表。若需完全独立的拷贝，应使

用 copy模块中的 deepcopy()方法。

其他复制列表的方法

除了 copy()方法，Python还支持通过切片 [:]或使用 list()构造函数来复制列表：

1 # 使用切片复制列表

2 new_list = original_list[:]

3
4 # 使用 list() 构造函数复制列表

5 new_list = list(original_list)

这些方法与 copy()方法的行为类似，也都是创建浅拷贝。

案例：股票收盘价格备份

在金融数据分析的背景下，列表复制可以用于保留原始数据，同时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或分

析。以下示例代码展示如何通过 copy()来管理简单的股票价格数据：

# 股票收盘价数据

closing_prices = [120.34, 125.67, 130.21, 128.45, 126.89]

# 使用 copy() 方法复制列表

copied_prices = closing_prices.copy()

# 修改复制后的列表，不影响原列表

copied_prices[-1] = 135.00 # 修改最后一个收盘价

# 输出结果

print("原始数据:", closing_prices) # 输出: 原始数据: [120.34, 125.67, 130.21, 128.45, 126.89]

print("复制后的数据:", copied_prices) # 输出: 复制后的数据: [120.34, 125.67, 130.21, 128.45, 135.00]

在该示例中，copy()方法用于复制股票收盘价的列表。修改复制后的列表不会影响原始列表，这种

操作在需要同时保持原始数据和修改后的数据时非常有用。例如，分析师可以对复制后的数据进行调

整、模拟或实验，而无需担心对原始数据造成破坏。

3.3.10 浅复制和深复制

在 Python中，浅复制与深复制主要区别在于复制过程中处理对象嵌套结构的方式。通过列表的例子可

以更直观地理解这两者的不同。

浅复制（Shallow Copy）

浅复制会创建一个新的对象，但不会递归复制其中的嵌套对象。相反，新的对象中的嵌套元素依然引

用原来的对象。因此，当嵌套对象发生变化时，浅复制的副本与原对象都会受到影响。例如，假设有一个嵌

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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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st1 = [[1, 2, 3], [4, 5, 6]]

2 list2 = list1.copy()

3 list3 = list1[:]

4 list2[0][0] = 100

5 print(list1) # 输出：[[100, 2, 3], [4, 5, 6]]

6 print(list2) # 输出：[[100, 2, 3], [4, 5, 6]]

7 print(list3) # 输出：[[100, 2, 3], [4, 5, 6]]

在这个例子中，虽然 list2和 list3是 list1的浅复制副本，但由于嵌套列表的引用仍然共享，因

此对 list2[0][0]的修改会反映在 list1和 list3上。

深复制（Deep Copy）

深复制则递归地复制所有的嵌套对象，从而确保副本与原对象完全独立，任何修改只会影响复制出的

新对象，不会影响原始对象。例如：

1 import copy

2 list1 = [[1, 2, 3], [4, 5, 6]]

3 list2 = copy.deepcopy(list1)

4 list2[0][0] = 100

5 print(list1) # 输出：[[1, 2, 3], [4, 5, 6]]

6 print(list2) # 输出：[[100, 2, 3], [4, 5, 6]]

在这个例子中，list2与 list1完全独立，修改 list2中的嵌套对象不会影响 list1。

区别总结

1. 浅复制只复制了最外层的对象，嵌套对象仍然与原始对象共享引用，因此修改嵌套对象会影响原始对

象，浅复制可以使用 copy() 方法和列表的切片操作实现。

2. 深复制递归地复制所有对象，副本与原对象完全独立，修改副本不会影响原始对象，深复制可以通过

copy.deepcopy() 实现。

3.3.11 元素成员判断

检查列表中是否包含某个元素可以使用关键字 in，其基本语法为：

element in list

该表达式会返回一个布尔值：如果元素在列表中，则返回 True；如果不在，则返回 False。此外，也

可以使用 not in 来检查元素不在列表中的情况，返回 True表示元素不在列表中。

1 # 定义一个列表

2 my_list = [1, 2, 3, 4, 5]

3
4 # 检查数字3是否在列表中

5 if 3 in my_list:

6 print("3 is in the list")

7
8 # 检查数字6是否不在列表中

9 if 6 not in my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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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rint("6 is not in the list")

在上述示例中，3 in my_list 的结果为 True，因此会输出“3 is in the list”；而 6 not in my_list

也为 True，因此会输出“6 is not in the list”。

使用 in和 not in操作符非常高效且简洁，适用于各种场景，比如判断一个值是否在列表、字符串或

其他可迭代对象中。这种方法的复杂度是 O(n)，其中 n是列表的长度，因为 Python需要遍历整个列表来查

找目标元素。

3.4 列表的常用方法

重要性：HHHHH； 难易度：HH

在数据分析中，Python列表的常用方法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不仅简化了数据操作，还提供了高效的解

决方案。表3.1总结了 Python列表的常用方法及其代码示例。

表 3.1: Python列表的常用方法

方法 描述 代码示例

append(x) 在列表末尾添加元素 x。 my_list.append(5)

extend(iter) 将可迭代对象中的元素添加到列表末尾。 my_list.extend([6, 7, 8])

insert(i, x) 在索引 i处插入元素 x。 my_list.insert(2, 'a')

remove(x) 删除列表中第一个值为 x的元素。 my_list.remove(3)

pop([i]) 移除并返回索引 i处的元素，默认为最后一个。 my_list.pop()

clear() 移除列表中的所有元素。 my_list.clear()

index(x) 返回列表中第一个值为 x的元素的索引。 my_list.index(4)

count(x) 返回列表中值为 x的元素个数。 my_list.count(2)

sort() 对列表就地排序，默认为升序。 my_list.sort(reverse=True)

reverse() 将列表中的元素反转。 my_list.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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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应用列表常用方法处理上市公司市盈率

在财务数据分析的背景下，可以通过 Python列表方法处理与分析财务数据。以下代码展示了如何

使用多个常用的列表方法，模拟处理公司股票价格和市盈率（Price-to-Earnings Ratio, P/E Ratio）的数

据。

# 模拟的财务数据：公司名称、股票价格和每股收益（EPS）

companies = ["Apple", "Microsoft", "Google", "Amazon", "Facebook"]

prices = [150.25, 280.75, 2700.50, 3400.00, 355.45]

earnings_per_share = [6.25, 8.50, 102.30, 41.75, 15.20]

# 计算市盈率 P/E Ratio

pe_ratios = []

for price, earnings in zip(prices, earnings_per_share):

pe_ratios.append(price / earnings)

# 插入一家新公司的数据

companies.insert(2, "Tesla")

prices.insert(2, 900.50)

earnings_per_share.insert(2, 4.50)

# 删除一家公司

companies.remove("Facebook")

prices.pop(-1) # 删除对应的价格

earnings_per_share.pop(-1) # 删除对应的EPS

# 排序公司市盈率

pe_ratios.sort()

# 结果输出

print("公司名单:", companies)

print("股票价格:", prices)

print("市盈率 (排序后):", pe_ratios)

解释：

1. append()：用于计算市盈率后将结果添加到 pe_ratios列表中。

2. insert()：在公司列表中指定位置插入特斯拉的相关数据。

3. remove() 和 pop()：删除”Facebook”及其相关数据。

4. sort()：对市盈率进行排序以便分析。

该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 Python的列表操作模拟现实中的财务数据处理，如股票价格和市盈率的计算

与管理。这种处理方式在分析公司财务表现时非常有用，尤其适用于分析大数据集中的个别公司表现

和市场趋势。

3.5 列表推导式

重要性：HHHHH； 难易度：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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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推导式（List Comprehension）是 Python中一种简洁的语法，用于通过对已有的可迭代对象进行操

作创建新的列表。相比传统的 for循环，列表推导式不仅能够使代码更紧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具有更高

的执行效率。

列表推导式的基本形式为：

[表达式 for 元素 in 可迭代对象 if 条件]

其中：

• 表达式 是对每个元素进行的操作，生成新的列表元素；

• 元素 是从可迭代对象中获取的每一个值；

• 可迭代对象 可以是列表、字符串、范围（ range()）等；

• if 条件 是可选项，用于过滤元素，只有满足条件的元素才会被包含在新列表中。

1.简单示例：创建一个平方数列表

通过列表推导式，可以很容易地创建一个包含平方数的列表：

1 numbers = [1, 2, 3, 4, 5]

2 squares = [num ** 2 for num in numbers]

3 print(squares) # 输出：[1, 4, 9, 16, 25]

该示例中，num ** 2 是表达式，表示对每个 numbers列表中的元素进行平方操作。

2.带条件的列表推导式：筛选列表中的偶数

列表推导式也可以结合条件筛选元素。例如，生成一个仅包含偶数的列表：

1 even_numbers = [num for num in range(10) if num % 2 == 0]

2 print(even_numbers) # 输出：[0, 2, 4, 6, 8]

这里的 if num \% 2 == 0 用于筛选偶数。

3.多重条件和 if...else的使用

列表推导式还支持使用 if...else，以在不同条件下生成不同的结果。例如：

1 results = ["Even" if num % 2 == 0 else "Odd" for num in range(6)]

2 print(results) # 输出：['Even', 'Odd', 'Even', 'Odd', 'Even', 'Odd']

该代码根据每个数字的奇偶性生成不同的字符串。

4.嵌套列表推导式：矩阵转置

列表推导式也支持嵌套，例如可以用于对矩阵进行转置：

1 matrix = [[1, 2, 3], [4, 5, 6], [7, 8, 9]]

2 transpose = [[row[i] for row in matrix] for i in range(len(matrix[0]))]

3 print(transpose) # 输出：[[1, 4, 7], [2, 5, 8], [3, 6, 9]]

该嵌套列表推导式通过两层循环，完成矩阵的转置操作。

在数据分析中，列表推导式（List Comprehensions）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其重要性和优势体现在多个方

面。首先，列表推导式使得代码更加简洁和可读，可以在一行中完成复杂的数据处理任务。这种语法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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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的生成过程，减少了传统循环方法所需的代码行数。其次，列表推导式通常比等效的传统循环更快，因

为它们在底层使用了更高效的优化机制。这在处理大型数据集时尤为重要，能够显著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

此外，列表推导式还支持条件语句，使得数据筛选变得更加方便。这种组合的能力使得列表推导式在数据

清洗和转换时尤其有用，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提升了数据分析的效率和可维护性。

案例：使用列表推导式计算股票收益率

在财务数据分析中，列表推导式是一种高效且简洁的编程工具，可以快速生成新的列表。以下是

应用列表推导式的代码示例，演示如何从股票价格数据中计算收益率。假设有一个股票的收盘价格列

表，可以利用列表推导式计算相邻日期之间的收益率：

# 假设已有收盘价格数据

closing_prices = [100, 102, 101, 105, 107]

# 使用列表推导式计算每日收益率

returns = [(closing_prices[i] - closing_prices[i-1]) / closing_prices[i-1] for i in range(1, len(

closing_prices))]

print(returns) # 输出收益率

在该代码中，通过列表推导式生成了一个新的列表 returns，其中每个元素表示相邻两天收盘价之

间的收益率。具体计算方式为：(今天的收盘价 - 昨天的收盘价) / 昨天的收盘价。

案例：使用列表推导式筛选高消费客户

在客户数据分析的背景下，列表推导式可以有效地从客户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例如，假设有一

组客户的收入数据和他们的消费总额，可以使用列表推导式生成一个新的列表，表示哪些客户的消费

超过一定阈值。

# 客户数据

customer_data = [

{'name': 'Alice', 'income': 50000, 'total_spent': 15000},

{'name': 'Bob', 'income': 60000, 'total_spent': 30000},

{'name': 'Charlie', 'income': 55000, 'total_spent': 12000},

{'name': 'David', 'income': 70000, 'total_spent': 45000},

]

# 使用列表推导式筛选消费超过25000的客户

high_spenders = [customer['name'] for customer in customer_data if customer['total_spent'] > 25000]

print(high_spenders) # 输出: ['Bob', 'David']

在上述示例中，首先定义了一个包含客户信息的字典列表，然后利用列表推导式筛选出消费超过 25000

的客户姓名，最终输出的结果是一个包含高消费客户姓名的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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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使用列表推导式筛选外贸商品

在国际贸易数据分析的背景下，列表推导式（List Comprehensions）在处理和分析数据时表现出极

大的灵活性与简洁性。例如，考虑一种情境：需要从给定的国际贸易数据中提取特定商品的贸易额。通

过使用列表推导式，可以迅速生成所需数据列表。

# 假设有一个商品及其对应贸易额的字典

trade_data = {

'商品A': 1200,

'商品B': 800,

'商品C': 1500,

'商品D': 600,

'商品E': 2000,

}

# 使用列表推导式筛选出贸易额大于1000的商品

high_value_trades = [item for item, value in trade_data.items() if value > 1000]

print(high_value_trades) # 输出: ['商品A', '商品C', '商品E']

在上述示例中，trade_data.items() 方法返回一个包含商品及其贸易额的元组列表。通过列表

推导式，遍历这些元组并筛选出贸易额大于 1000的商品，最终生成一个包含高价值商品名称的新列

表。这种方法不仅简洁而且可读性强，能够有效地处理和分析数据集。

3.6 比较两个列表

重要性：HH； 难易度：HH

在 Python中，使用关系运算符可以直接比较两个列表。比较时，会逐元素进行，从第一个元素开始，若

发现不相等的元素则返回比较结果；若所有元素都相等，则返回 True。对于列表的比较，可以使用以下运

算符：

1. 相等运算符 ==：若两个列表的所有元素相同，则返回 True。

2. 不相等运算符 !=：若两个列表的至少一个对应元素不相等，则返回 True。

3. 大于运算符 >：若第一个列表的第一个不等元素比第二个列表的对应元素大，则返回 True；若无

差异则继续比较下一个元素。

4. 小于运算符 <：逻辑与大于相反。

以下是代码示例：

1 list1 = [1, 2, 3]

2 list2 = [1, 2, 3]

3 list3 = [1, 2, 4]

4 list4 = [1, 2]

5
6 print(list1 == list2) # 输出: True

7 print(list1 != list3) # 输出: True

8 print(list1 > list3) # 输出: False

9 print(list1 < list4) # 输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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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代码演示了如何利用关系运算符进行列表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 Python 3中，不同类型的元素

不能进行比较，例如，无法将字符串与整数进行比较。

3.7 多维列表

重要性：HHH； 难易度：HHH

在数据分析中，多维列表（或称为嵌套列表）是处理复杂数据结构的有效工具。多维列表可以用来表

示矩阵、表格或任何形式的多层数据。其基本语法在 Python中简单直观，通过将列表嵌套在其他列表中来

实现。

1.定义二维列表

在 Python中，二维列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定义：

1 two_dimensional_array = [

2 [1, 2, 3],

3 [4, 5, 6],

4 [7, 8, 9]

5 ]

在这个例子中，two_dimensional_array 是一个 3x3的矩阵，其中每个内部列表代表矩阵的一行。

可以通过双重索引来访问其中的元素，例如：

2.迭代访问和操作

1 element_5 = two_dimensional_array[1][1] # 访问第二行第二列的元素

可以使用嵌套循环遍历二维列表中的每个元素。例如：

1 for row in two_dimensional_array:

2 for element in row:

3 print(element, end=" ")

4 print()

该代码会逐行打印二维列表中的所有元素。

3.应用示例

在财务数据分析中，可以使用多维列表来存储客户的交易数据，下面是一个示例代码，展示如何使用多

维列表计算每个客户的总消费：

1 # 定义一个二维列表，存储每位客户的消费记录

2 transactions = [

3 [100, 200, 300], # 客户1的交易

4 [150, 250], # 客户2的交易

5 [200, 300, 400] # 客户3的交易

6 ]

7
8 # 计算每位客户的总消费

9 total_spent = [sum(customer) for customer in transactions]

10 print("每位客户的总消费:", total_s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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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示例中，使用了列表推导式来计算每位客户的总消费，展示了多维列表在数据聚合中的应用。

3.8 常用的操作列表的内置函数

重要性：HHHHH； 难易度：H

在 Python中，列表方法和内置函数在操作列表时的行为存在显著区别。列表方法通常直接修改原始列

表，而内置函数则返回一个新值，保持原始列表不变。

例如，使用列表方法 append()和 sort()可以直接修改列表：

1 # 使用 append() 方法

2 my_list = [7, 2, 3]

3 my_list.append(4)

4 print(my_list) # 输出: [7, 2, 3, 4]

5
6 # 使用 sort() 方法

7 my_list.sort()

8 print(my_list) # [2, 3, 4, 7]

相对而言，使用内置函数 sorted()和 len()不会修改原始列表：

1 # 使用 sorted() 函数

2 original_list = [3, 1, 2]

3 new_sorted_list = sorted(original_list)

4 print(original_list) # 输出: [3, 1, 2]，原列表未变

5 print(new_sorted_list) # 输出: [1, 2, 3]

6
7 # 使用 len() 函数

8 length = len(original_list)

9 print(length) # 输出: 3

由此可见，列表方法会对原始列表进行修改，而内置函数则返回新的值并不影响原列表。

表 3.2: Python中常用的操作列表的内置函数

函数名 功能描述 用法示例

len() 返回对象的长度或元素个数 len([1, 2, 3, 4]) 返回 4

sum() 返回列表中所有元素的和 sum([1, 2, 3, 4]) 返回 10

max() 返回列表中最大值 max([1, 2, 3, 4]) 返回 4

min() 返回列表中最小值 min([1, 2, 3, 4]) 返回 1

sorted() 返回列表的排序副本 sorted([4, 1, 3, 2]) 返回 [1, 2, 3, 4]

reversed() 返回列表的反向迭代器 list(reversed([1, 2, 3])) 返回 [3, 2, 1]

all() 判断列表所有元素是否为真 all([True, True, False]) 返回 False

any() 判断列表中是否至少有一个真值 any([False, False, True]) 返回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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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函数，dir()函数和 help()函数是 Python中非常实用的内置函数，常用于探索

对象的类型、属性和方法、用法。

type()的主要功能是返回对象的类型。当以单一参数调用时，type()函数返回该对象的

类型，类似于访问对象的 __class__属性。例如，type(10)会返回 <class 'int'>，表

示对象 10的类型为 int。该函数广泛用于检查变量或对象的类型，尤其在调试和类型验证

时非常有用。

dir()函数返回传入对象的有效属性和方法的列表。例如，对于一个列表对象，可以这样使

用：

1 my_list = [1, 2, 3]

2 print(dir(my_list))

运行后会输出列表的所有方法，如 append、remove等，帮助用户了解可以对该对象执行

的操作。

help()函数用于获取关于特定对象、 方法或模块的文档信息。 例如， 查看列表

的 append方法：

1 help(my_list.append)

这将显示该方法的详细信息，包括其参数和用法，便于用户深入理解。

3.9 常见的可迭代对象

在 Python 中，列表（ list）、 range、 zip和 enumerate都是可迭代对象，都支持迭代操作，

即可以逐个访问元素，但它们在概念和用途上有明显的区别。列表是直接存储元素的序列，而 range、

zip和 enumerate则是生成惰性迭代器，通常不会直接生成所有元素，而是按需生成，可以提高内存利

用效率，用于更高效地处理和遍历数据。选择它们取决于具体应用场景，如在需要内存效率时优先使用迭

代器，而在需要灵活数据操作时则使用列表。

3.9.1 range

range：生成一个整数序列，通常用于循环中。与列表不同，range返回一个惰性迭代器对象，它不

直接存储所有数值，而是按需生成。这使其在处理大量数据时更加高效，因为它节省了内存。

1.只有一个参数：range(stop)

当 range()只有一个参数时，这个参数表示序列的结束值（不包含该值），起始值默认为 0。例如：

1 for i in range(5):

2 print(i)

3 # 输出: 0 1 2 3 4

上述代码生成从 0到 4的整数序列。

2.两个参数：range(start,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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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两个参数时，第一个参数表示起始值，第二个参数表示结束值（不包含该值）。例如：

1 for i in range(1, 6):

2 print(i)

3 # 输出: 1 2 3 4 5

这段代码生成从 1到 5的整数序列。

3.三个参数：range(start, stop, step)

第三种形式允许指定步长（ step），即每次迭代时增加或减少的值。步长可以为负数，以创建递减的

序列。例如：

1 for i in range(10, 0, -2):

2 print(i)

3 # 输出: 10 8 6 4 2

在这个示例中，range()函数以 -2为步长，从 10递减到 2。

range()在 Python 中生成的是一个惰性对象，不直接存储所有元素，而是按需生成。这种特性使

其在处理大范围数据时更为高效，因为它减少了内存占用。若需要将 range对象转换为列表，可以使

用 list()函数，如 list(range(5))将返回 [0, 1, 2, 3, 4]。

3.9.2 enumerate

enumerate：为可迭代对象中的每个元素提供一个索引，生成一个包含索引和值的元组迭代器。

enumerate适合在需要访问元素及其位置的循环中使用，并且它与列表不同，不会直接创建一个包含

所有索引值的完整序列。其基本语法如下：

enumerate(iterable, start=0)

• iterable：一个支持迭代的对象，如列表、元组或字符串。

• start（可选）：指定索引的起始值，默认为 0。

enumerate()函数通常与 for循环一起使用，以便在遍历时同时获取元素及其索引。例如：

1 fruits = ['apple', 'banana', 'cherry']

2 for index, fruit in enumerate(fruits):

3 print(index, fruit)

4 # 输出:

5 # 0 apple

6 # 1 banana

7 # 2 cherry

在这个示例中，enumerate()将 fruits列表中的每个元素与其索引配对，并生成一个包含这些对

的迭代器。

enumerate()还可以通过设置 start参数来更改计数的起始值。例如：

1 for index, fruit in enumerate(fruits, start=1):

2 print(index,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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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输出:

4 # 1 apple

5 # 2 banana

6 # 3 cherry

在这里，索引从 1开始，而不是默认的 0。这种功能在需要非零起始值的场景中非常实用，如打印自然

计数的序列。

3.9.3 zip

zip：将多个可迭代对象（例如列表、元组等）中的元素配对组合成元组，并返回一个迭代器。这个迭

代器中的每个元组包含来自各个可迭代对象对应位置的元素。zip的长度取决于最短的输入对象，因此它

不会像列表那样存储所有可能的组合，而是逐个生成。其基本语法如下：

zip(*iterables)

• iterables：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可迭代对象，例如列表、元组、字符串等。

示例 1：组合两个列表

以下代码展示了如何将两个列表组合成一个包含元组的迭代器：

1 x = [1, 2, 3]

2 y = ['one', 'two', 'three']

3 result = zip(x, y)

4 print(list(result))

5 # 输出: [(1, 'one'), (2, 'two'), (3, 'three')]

在这个例子中，zip()函数将列表 x和 y中对应位置的元素组合成元组。

示例 2：组合多个列表

zip()函数可以接收任意数量的可迭代对象。例如：

1 x = [1, 2, 3]

2 y = ['one', 'two', 'three']

3 z = ['I', 'II', 'III']

4 result = zip(x, y, z)

5 print(list(result))

6 # 输出: [(1, 'one', 'I'), (2, 'two', 'II'), (3, 'three', 'III')]

在这个示例中，zip()函数将三个列表中的元素逐个组合，生成的每个元组包含三个元素。

示例 3：长度不等的可迭代对象当传入的可迭代对象长度不同时，zip()会在最短的可迭代对象耗尽

时停止配对：

1 x = [1, 2, 3, 4]

2 y = ['a', 'b']

3 result = zip(x, y)

4 print(list(result))

5 # 输出: [(1, 'a'),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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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zip()函数在 y耗尽时停止，忽略了 x中的剩余元素。

zip()返回的是一个迭代器而非列表，因此在需要看到完整结果时，可以使用 list()将其转换为

列表。该特性使其在处理大数据集时更为高效。

案例：基于迭代器的客户订单分析

在客户数据分析中，Python的迭代工具（如 zip()、enumerate()）可以组合使用，帮助快速

遍历和处理多组数据。以下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客户数据的背景下使用这些函数来实现综合分析。

以下代码演示了如何将客户姓名、订单数量和客户 ID结合起来，并生成一个清单以便后续分析：

# 定义客户姓名和订单数量列表

customer_names = ['Alice', 'Bob', 'Charlie', 'Diana']

order_counts = [5, 3, 8, 2]

# 使用 zip() 和 enumerate() 同时遍历多个列表并生成客户ID

for idx, (name, orders) in enumerate(zip(customer_names, order_counts), start=1):

print(f"Customer ID: {idx}, Name: {name}, Orders: {orders}")

在此代码中：

- zip()函数将 customer_names和 order_counts列表中的元素一一配对，形成一个包含元组

的迭代器，每个元组由一个客户的姓名和订单数量组成。

- enumerate()函数在遍历 zip()生成的迭代器时，附加了一个计数器 idx，该计数器从 1开始，

为每个客户分配唯一的客户 ID。

-这种方法不仅简洁，而且可以确保同时处理多组数据，并保持各组数据的一致性。

该代码生成的输出如下：

Customer ID: 1, Name: Alice, Orders: 5

Customer ID: 2, Name: Bob, Orders: 3

Customer ID: 3, Name: Charlie, Orders: 8

Customer ID: 4, Name: Diana, Orders: 2

这种组合使用 zip()、enumerate()的方式，非常适合在客户数据分析中实现批量数据处理与客

户标识符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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