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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檔案與例外處理 

檔案依照功能可以分為「程式檔」(programfile)和「資料檔」(datafile)兩大類。所謂的「程式

檔」就是一群程式碼指令的集合體,經過編譯後所產生的(*.exe)檔案,它可以被用來解決問題或處理資

料。至於程式要處理的「資料」,若資料量小者可放在程式碼的串列或集合中成為程式內部資料,但資

料量很龐大時,就不適合以內部資料來處理。這時就必須將資料獨立於程式碼之外的外部資料,外部資

料就稱為「資料檔」。「資料檔」的內容必須透過專屬程式檔的處理,才能呈現有用的資訊。 

 

例如學校成績系統是程式檔,可以處理各科系、各班級的成績,而學生的各種成績資料會獨立成資

料檔。當成績資料有異動時,只要修改資料檔案的內容即可,不用修改程式檔案的內容。而同一個程式

系統(程式檔),可以處理同一規格的不同資料檔。例如不同班級的成績資料,是用不同的資料檔案分別

存放。 

 

檔案也可分成「文字檔」與「非文字檔」兩種。文字檔是可以直接閱讀,即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

如:程式的原始碼(*.py)、網頁程式碼(*.htm)。而非文字檔是一般人看不懂的字碼,當然是無法直接閱

讀的,如:音樂檔、圖形檔、編譯後的類別檔。 

 

isdir()、isfile()、exists() 

 這三個函式是 os套件中 path物件下的函式, 因此須特別留意引用時的語法應為 

 

  import os 

  f = os.path.isfile(file name) 

 

 isdir()與 isfile()函式,分別用來檢查指定的資料夾路徑名稱與檔案路徑名稱是否存在；exists()函式

是用來檢查指定的檔案或資料夾路徑名稱是否存在,可同時取代 isdir()及 isfile()函式。 

 

檔案的開啟與關閉 

當一個資料檔的資料要進行處理時,必須先用開檔函式將檔案打開,才能進行資料檔內容的讀取、

處理、修改、存放,最後再用關檔函式將檔案關閉。Python的內建函式 open()可用來開啟指定的資料

檔, 已開啟的資料檔若不再使用,則要用 close()函式來關閉。資料檔內容若有經過寫入、修改,有部分

的資料串流是暫時放在電腦的主記憶體緩衝區內,如果沒有用 close()函式來關檔而是直接結束程式執

行,會造成暫放在緩衝區中的資料串流沒有回存資料檔內而遺漏語法如下: 

 

物件變數 = open(檔案路徑名稱, ‘模式’) 

物件變數.close() 

 

1. 物件變數：若開檔成功,此時一個檔案是一組字元資料串流,而這個串流是存放在主記憶體準

備進一步的運用操作。所以這個串流已經是一個「物件」了,故用物件變數代表該開啟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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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料串流。 

2. 檔案路徑名稱：是必須被使用參數,不能省略。它的內容是用來存取的資料檔案名稱,包含檔

案所在的路徑名稱,屬字串型別。如果內容只有檔案名稱而沒有路徑名稱,則系統會以目前系

統程式執行檔所在的資料夾做為檔案的資料夾所在。至於路徑名稱所在的資料夾必須事先存

在,若不存在會出現錯誤,系統不會主動建立。 

3. 模式參數用來設定資料檔的開啟模式,省略時預設為讀取模式,屬字串型別, 如下: 

 

 

 

with…as… 
使用 open()函式開啟的檔案,經處理後,必須使用 close()函式來將檔案關閉。若使用 with…as…語

法來開啟檔案,則檔案處理完後,不需要使用 close()函式便會自動關閉檔案。語法如下: 

 

with open(檔案路徑名稱, “模式”) as 物件變數: 

 

文檔的讀取與寫入 

用程式處理檔案資料的方式,有從資料檔讀取資料再進一步操作運算呈現需要的訊息,有從鍵盤輸

入或從讀卡機掃入的資料再放入資料檔儲存。本節會說明如何將資料寫入檔案,以及如何從檔案中將

資料讀取出來。Python常用的檔案處理函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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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處理 

所謂「例外」(Exception),就是當程式碼在編譯期間沒有出現錯誤訊息,而在程式執行時發生錯誤,

這種錯誤稱為執行時期錯誤。進行例外處理是不希望程式中斷。而是希望程式能捕捉錯誤,進行錯誤

補救,並繼續執行程式。若錯誤是使用者輸入不正確資料所造成的,可以要求使用者再輸入正確資料後

才繼續執行。 

 

Python使用 try…except…finally敘述來解決例外處理,它的方式是將被監視的敘述區段寫在:的程

式區塊,當程式執行到 try:內的敘述有發生錯誤時,會逐一檢查該錯誤所屬的例外類別,以便執行該

except:內的敘述。最後不管是否有符合 except,都會執行最後的 finally:敘述區段。例外處理的語法如

下:  

            
1. 使用 try:敘述時,至少要有一個檢查 except(捕捉)或 finally:敘述區段配合。 

2. 多個檢查 except(捕捉)敘述區段,由上至下 except逐一檢查,若遇到符合條件的例外類別,則執行該

對應敘述區段,則以下的 except就不再處理(但若有 finally會執行 finally區塊)。 

3. 常用到的例外類別如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