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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给出了Rn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定义并对其进行了研究。证明了当R(x， )对变量 Y递减时，有限个R_广 

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交(并)仍是 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同态像(原像)仍是R_广义模糊子 

格的理想。讨论了具体8种蕴涵算子下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等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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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definition of ideal of R-generalized fuzzy sublattice，and discussed some properties 

of it．Besides，it was proved that the finite intersection(union)of idea1 of R-generalized fuzzy sublattice iS stil1 ideal of 

R-generalized fuzzy sublattice when function R(x， )is decreased correspond to y，and the homomorphic image(preim- 

age)of ideal of R-generalized fuzzy sublattice is still ideal of R-fuzzy sublattice．Finally，eight kinds of equivalent form of 

ideal of R-generalized fuzzy sublattice based on eight kinds of implication operator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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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65年，控制论专家 Zadeh在文献Eli中创立了模糊集 

概念。1971年，Rosenfeld在文献I-2]中引入了模糊子群的概 

念，由此开创了模糊代数的研究新领域，从此许多中外学者将 

模糊集理论运用到群和环等代数结构，研究的结果丰富了模 

糊代数 。非经典逻辑为智能控制处理不确定信息和自动推理 

提供了有意义的形式工具。多值逻辑是经典逻辑的扩充[3]， 

并且为经典逻辑的推理和模型提供了一种变化形式[4， 。R- 

蕴涵算子作为多值逻辑在计算机科学的近似推理及控制论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6-11]。将R_蕴涵算子与模糊代数结构相结合 

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潜在应用价值。赵艳英与袁学 

海等给出了基于蕴涵算子的模糊子群的定义及一些性质_1 。 

本文作者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基于蕴含算子的模糊子格_1。]与 

R_广义模糊子格[1 ]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研究。 

本文是这些工作的继续，给出了R_模糊子格的理想的定 

义，并给出了它们的交、并、同态像以及同态原像等的基本性 

质，最后给出了具体的8类蕴涵算子下它的等价形式。 

2 预备知识 

定义 1[ ] 设x为格L的一个子集，若对 Va，6∈X，总 

有 â bEX，口VbEX，则称 X为格L的子格。 

定义2l_1 ] 设L，M是任意格。映射 _厂：L—M叫做一个 

并同态，如果满足(1)f(xV 3，)一-厂( )V，(y)，V ，yEL；对 

偶地，f叫做一个交同态，如果满足(2)f(xA )=f(z)̂ ．厂 

( )，VX，yEL。当 -厂同时满足(1)，(2)时，则称 -厂是格同态 

(或简称同态)．设，：L—M是格同态，若 ，是单射，则称 ，是 

单同态，若 -厂是满射，则称-厂是满同态，这时也说格L与格M 

同态，记作 L～M。若 ，是双射，则称 ，为格同构(简称同 

构)，也说格L同构于格M，记作L兰M。若 L=M，相应的同 

态(同构)叫做 L的自同态(自同构)。 

定义3_1 ] 在经典逻辑中，0和 1为真值，基于{0，1)上 

的蕴涵算子为： 

Rc“，6 一{；：a其=他l，6 。 
定义 4_l1 目前常用的[O，1]上的蕴涵算子主要有： 

(1)Mamdam算子：RM(口，6)一n A b。 

(2)Lukasiewicz算子：R (口，6)一(1一n+6)A1。 

㈤ caines Rescher算子． ca,b)-- 。 

(4) 1算子 )= 。 

f1， a=O 

。 Goguen算子：‰ 口，6) 1 l̂，口≠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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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leeneDienes算子：R胁(口，6)一(1-a)V b。 

(7)磷 子．Rf】 洲 6
， 

。 

(8)Zadeh算子：Rz(0，6)一(1--a)V(“̂ 6)。 

定义5l1 ] 设R为[O，1]上的蕴涵算子，A为格L的一 

个模糊子集， ∈(O，1]， ， ∈Fo，1]，若A满足： 

i)R(A( )̂ A( )̂  ，A(x  ̂)V A)≥ ； 

ii)R(A(z)̂ A( )̂  ，A(soV )V )≥ ； 

则称 A为L的R一广义模糊子格。 

定义 6̈】 J 设 A是格L的模糊子集 ，若Vz，yEL满足： 

i)A(zV )V ≥A(z)̂ A( )̂  ； 

ii)A( ^v)V ≥A(z)VA( )̂  ； 

则称 A为格 L的( ， )一fuzzy理想。 

3 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在文中将一般的 R_广义模糊子格与( ， )一fuzzy理想 

相结合，得到了新的概念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并对 尺_蕴 

涵算子做若干限制后得到了它的一系列代数性质。具体地 

说：首先给出了交与并的性质，其次给出了同态像与同态原像 

的性质，最后给出了8个常见蕴涵算子下R_广义模糊子格的 

理想的等价条件。 

定义7 设R为[O，1]上的蕴涵算子，A为格L的一个模 

糊子集，tE(O，1]， ， ∈[0，1]，若A满足： 

1)R(A( )VA( )̂  ，A(x  ̂)V )≥￡； 

2)R(A( )̂ A( )̂  ，A(xV )V )≥￡； 

则称A为格L的R一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定理 1 设 R为[O，1]上的蕴涵算子且R满足条件：6≤ 

6 时，R(a，6)≥R(口，b )。若A，B为格L的两个 广义模 

糊理想，则AnB也是格L的一个R'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证明：1)对Vz，yEL，不妨设A(x  ̂)≥B(x̂ j，)，则R 

((AnB)(z)V(ANB)( )̂  ，(ANB)(  ̂)V )一R((A 

( )̂ B(z))V(A( )̂ B( ))̂  ，B(z  ̂)V )≥R(B( )V 

B( )̂  ，B(  ̂)V )≥ 。 

2)对Vz，yEL，不妨设 A(xV )≥B(xV )，则 R((An 

B)(z)̂ (ANB)(37)̂  ，(ANB)( V 3，)V )一R(A(z)̂ A 

( )̂ B(sc)̂ B( )̂  ，B(scV．)，)V )≥R(B( )̂ B( )̂  ， 

B(xV )V )≥￡，故AnB也是格L的一个R一广义模糊子格 

的理想。 

推理 1 设R为[O，1]上的蕴涵算子且R满足条件：6≤ 

b 时，R(a，6)≥R(n，b )，若A 为格L的R一广义模糊子格的 

理想，则nA 也是格L的一个R一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 

证明：1)对 Vz，yEL，不妨设 A (  ̂)一max(Ai(sô 

))，则R(nAi(z)V nA。( )̂  ，nA (  ̂)V )≥R(A 

(z)VA (̂ )八 ， (z^3，)V )≥￡。 

2)对V ，yEL，不妨设A ( V )一max(Ai(zV ))，则 

尺(nAi(z)̂ nA ( )̂  ，I"1Ai( V )V )≥R(Ak(z)̂ A 

( )̂  ，Ak(xV )V )≥t，故nA 也是格L的一个R_广义 

模糊子格的理想。 

在通常的模糊代数中，模糊代数的并不一定是同型的模 

糊代数，但 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却不同，定理 2证明了在 

一 定条件下两个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并仍然是R一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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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子格的理想。 

定理2 设R为[0，1]上的蕴涵算子且R满足条件：n≤ 

“ 时，R(a，6)≤R(n ，6)，若 A，B为L的R一广义模糊子格的 

理想，则AUB是L的一个R一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证明：因为R((AUB)(z)八(AUB)( )八 ，(AUB)(sc 

V )VA)一R((A( )VB(z))̂ (A( )V B( ))̂  ，(AUB) 

( Vy))，不妨设 A(xV )≥B( V )，贝0R((AUB)( )八(A 

UB)( )，(AUB)( V ))一R((A( )V B(Jc))^(A( )V B 

( ))̂  ，A(xV )V )≥R(A(z)̂ A( )̂  ，A(scV )V ) 

≥￡。 

同理：不妨设A(x̂ 3，)≥B(x  ̂)，则 R((AUB)(z)V 

(AUB)( )̂  ，(AUB)(z^．)，)V )一R((A(z)VB( ))V 

(A( )VB( ))̂  ，A(z  ̂)V2)>jR(A(sc)̂ A(3，)̂  ，A(x 

八 )VA)≥ ，所以AUB是格L的一个R一模糊子格的理想。 

接着把定理 2推广到有限个R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 

并。 

推论 1 设R为[0，1]上的蕴涵算子且R满足条件：a≤ 

“ 时，R(a，6)≤R(n，b )，若A 为格L的R一广义模糊子格的 

理想，则UA 也是格L的一个 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定理 3与定理 4讨论了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同态 

像与同态原像。 

定理 3 设R为[0，1]上的蕴涵算子，R满足条件： 

(1)n≤ n 时，R(n，6)≥R(d，b )； 

(2)6≤6 时，R(n，6)≤R(口，b )； 

(3)R ，3，)关于 z连续。 

设 _厂：L 一L为格的满同态，若A为L 的 广义模糊子 

格的理想，则 广 (A)为 L的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证明：(1)V ， 2∈L，V e>O， >O，∞，X2∈L1，使得 

f(x1)= ，f(x2)一 ，且 A(x1)>广 (A)( 1)一 ，A(勃)> 

广 (A)(z2)一 则R(广 (A)(z1)V厂 (A)( )̂  ，广 (A) 

(z1̂ 勋)V )≥R(A(so1)VA( 2)，广 (A)( 1̂ z2)V )一￡≥ 

R(A(x1)VA( z)̂  ，厂 (A)(z1̂  2)V )一￡≥￡一e，再 由￡ 

的任意性知R(广 (A)( )V广 (A)(z2)̂ ，广 (A)( 1̂ ) 

V )≥ 。 

(2)V Z1， EL，V E>O，j O， 1， 2 EL1，使得 f(x1) 

一 ，f(x2)一 ，且 A(x1)>广 (A)( )一 A(xz)>广 (A) 

(z2)一 ，贝4R(厂 (A)(z1)̂ 厂 (A)( )̂  ，厂 (A)( 1 VZ2) 

V )≥R(A(z1)̂ A(z2)  ̂，．厂L．(A)( 1 V )V )≥R(A 

( 1)̂ A(x2)，
．厂+(A)( 1 V )V／1)一e≥R(A(z1)̂ A(z2)̂  

，A(sc1 V勋)V )一e≥z—e，再由￡的任意性知R(厂(A)( ) 

厂̂(A)(zz)̂  ，，(A)(zl V )V )≥ 。所 以，(A)为 L的 

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定理 4 设R为[O，1]上的蕴涵算子，，：L 一L为格的同 

态，若B为L的 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则 厂 (B)为L 的 

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证明：(1)V l，X2∈L1，R(广 (B)( 1)V．广 (B)(x2)̂  

，厂 (B)(xl̂ X2)V．=【)=R(B(f(x1))VB(f(x2))̂  ，B(， 

( ^．2Cz))V )=R(B(f(x1))VB(f(x2))̂  ，B(f(x1)^f 

(z2))V )≥f。 

(2)V 1，X2EL1，R(厂 (B)(x1)^厂 (B)( 2)  ̂，广  

(B)( 1 Vzz)V|=【)=R(B(f(x1))^B(f(x2))̂  ，B(f(xV 



z2))V )一R(B(_，(so1))̂ B(f(x2))̂  ，B(f(x1)V f(：c2)) 

V )>jr。故厂 (B)为L 的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下面针对定义4列出的8个蕴涵算子进行讨论： 

定理5 (1)A为L上的R 一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乍 i)A(  ̂)Va>jf(A(z)VA( )̂  )， 

ii)A(zV )V ≥￡(A( )̂ A(3，)̂  )，Vz， ∈L。 

(2)A为L上的RⅡ厂广义模糊子格 

i)A(  ̂)V ≥A( )VA(j，)̂ I-L或 O<A( )VA( ) 

 ̂一A(  ̂)V ≤ 1一t， 

ii)A(xV )V ≥A( )̂ A(y)̂  或 0<：A( )̂ A( )̂  
一

A(zV )V ≤ 1一t。 

(3)A为 L上的R 广义模糊子格 

乍 i)A(z)̂  z≥￡，V z∈L。 

(4)A为 L上的RG-广义模糊子格 

㈢ i)A(z^j，)V ≥(A(z)VA( )̂  )̂ t， 

ii)A(xV )V ≥(A(z)̂ A( )̂  )̂ t。 

(5)A为L上的RGR一广义模糊子格 

∞i)A(  ̂)VA≥A(z)VA( )八 ， 

ii)A(xV )VA≥A(z)̂ A( )̂  。 

(6)A为L上的R 一广义模糊子格 

∞i)A( 八 )V ≥ 或A(z)VA( )V ≤1mt， 

ii)A(xV )V ≥￡或A(z)八A( )V ≤1一￡。 

(7)A为L上的Rrr广义模糊子格 

∞i)A(ẑ  )V ≥￡或A( )VA( )̂  ￡≤1一￡或A(ẑ  

v)V ≥A(z)VA( )̂ l-L， 

ii)A(xV )Va>jt或A(zV )V2>jA(x)̂ A(z)八 。 

(8)A为 L上的R 一广义模糊子格 

∈ i)A( )VA( )̂  ≤ 1一 或A( )VA( )̂ ／~>jt或A 

( ^v)Va>jt， 

iDA(x)̂ A( )̂  1一f或A(z)̂ A( )̂  或A(z 

V )V ≥￡。 

证明：(1)“ ”当A(z)一A( )一0时，民D(A(z)VA( ) 

 ̂，A(x  ̂)V )一l>j￡；R(D(A(z)̂ A( )八 ，A(xV )V 

)一l>jt，显然成立 。当A( )一0(或A( )一O)时，不妨设 A 

( )一O，R (A( )VA( )A ，A(x  ̂)V )=Rco(A( )̂  ， 

V ^1≥埔  ≥枷 口A 

(z  ̂)V ≥ (A( )̂  )。R (A( )̂ A( )̂  ，A(xV )V 

)一1≥￡。当A(sc)≠O，A( )≠0时，则 (A( )VA( )̂  

，A( ̂y)V )一 { 1̂≥￡，即A(ẑ )V ≥ 
￡(A(z)VA( )A )，同理可证 A(xV )V ≥￡(A(z)̂ A( ) 

 ̂)。 

“仁”V ，yEL，因为 A(sc八 )V ≥t(A(z)V A( )A 

)，当A( )VA( )̂  一0时，R (A(z)VA( )  ̂，A(xA 

)V．=L)一1≥z，当A( )VA(y)̂  0时，有 

≥t，所 以 R己(A( )V A( )  ̂ ，A ( A Y)V )一 

1̂≥￡。因为 V )V (A(z)̂ A( ) 

 ̂)，当A(Iz)AA( )̂  —O时，R (A( )̂ A( )̂  ，A(x 

V )V )一1≥ t，当 A(z)^A(Y)  ̂ ≠ 0时，有 

所以 (A(z)AA(y) A(zV y)V 

)一 ^1≥ 。故 A为L上的R 一广义模糊 

子格的理想。 

(2)“ ”Vz， ∈L，由R』 (A(_z)VA( )̂  ，A(x  ̂)V 

．：【)一(1一A(z)VA( )̂ +A(x A )V )̂ 1≥ 知，当 A(x 

 ̂)V ≥A(z)VA( )A 时，R』 (A(z)VA( )̂  ，A(x  ̂

)V )一1≥ ，当A(  ̂)V <A( )VA( )̂  时，A(z)V 

Ru(A(y)A ，A(z  ̂)V )一 l—A(  ̂)A +A(z)VA 

( )V ≥f，即 O<A(z)VA( )一A(  ̂)≤1一t，同理可证 

A(xV )V ≥A( )̂ A( )A 或 O<A( )̂ A( )̂  —A 

( V )V ≤1一z。 

“乍”Vz，yEL，A(x八 )V ≥A(z)VA( )  ̂或 O<A 

( )VA( )̂  一A(ẑ  )V ≤ 1一￡，当A(xAj，)V ≥A(z) 

VA( )̂  时 ，RⅢ(A(z)̂ ( )A ，A(x  ̂)V )一1一A(z 

 ̂)̂  +A(z)V( )V 一1≥￡，当 O<A(z)VA( )̂  —A 

(  ̂)V 1一 时，1一A(z  ̂)̂  +A(z)V(j，)V A≥ ， 

即RLU(A(z)VA( )̂  ，A(z  ̂)V A)一1一A(  ̂)̂  + 

A( )VA( )V 一1≥￡，同理可证 RLU(A(z)̂ A( )A ，A(x 

V 3’)VA)≥ 。故A为L上的RLU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3)“==>”RM(A( )VA( )̂  ，A(x  ̂)V )一A( )VA 

( )̂  Â(x  ̂)V ≥ ，由 ， ∈(O，1)的任意性得Vz∈L， 

A(z)̂  z。同理 RM(A(z)̂ A( )̂  ，A(xV )V )一A 

( )AA( )A Â(zV )V ≥f，由 ， ∈(0，1)的任意性得 

Vz∈L，A( )̂  ≥ 。 

“ ”对于 Vz∈L，A( )／＼ ≥￡，对于 Vz，Y∈L有 A(z) 

VA( )̂  Â(xA 3，)V ≥z，贝0尺M(A(z)VA( )̂  ，A(x 

 ̂)V )≥￡。对于V ， ∈L有A(z)八A( )̂ Â(scV ) 

V ≥ ，则 j (A( )̂ A( )̂  ，A(xV )V )≥ 。故 A为L 

上的RM-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4)“ ”当A( )VA( )̂  ≤A(z  ̂)V ，RG(A(z)V 

A( )̂  ，A(x̂  )VA)一1≥z，当A(z)VA( )̂  >A( A 

)V 时，R(A( )VA( )八 ，A(x̂  )V )一A(zA )V ≥ 

t。即A(x  ̂)V ≥(A( )VA( )̂  )̂ t，同理可证 A(xV 

)V ≥(A(z)̂ A( )̂  )̂ t。 

“e”对于Vz， ∈L，当A(z)VA( )̂  ≤A(x̂ 3，)V A 

时，RG(A(z)VA( )̂  ，A(x̂  )V )一1≥ ，当A(x̂  )V 

A≤ ( )VA( )̂  时，又由于A(x̂  )V ≥(A( )VA( ) 

 ̂)At，因此 z≤A(  ̂)V A≤A(z)̂ A( )̂  ，故 民 (A 

(z)VA( )̂  ，A(x  ̂)V )一A(  ̂)V ≥t，同理可证 

Rc(A( )̂ A(3，)̂  ，A(xV )V )≥￡，故A为L上的Rc-广 

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5)“ ”当A( )VA(y)̂  ≤A(x  ̂)V 时，R[ (A 

( )VA( )̂  ，A(sĉ )V )一1≥ ，当A( )VA( )̂  >A 

(ẑ  )V 时，R(A( )̂ A( )̂  ，A(x̂  )V )一O，不满足 

条件，故A(x̂  )V ≥A(z)VA(y)̂  ，同理可证A(xV ) 

V ≥A( )̂ A( )̂  。 

“ ”对于V ，yEL，由于A(x̂ Y)V ≥A( )VA( )̂  

，因此R (A(z)VA( )̂  ，A(x  ̂)V )一1≥￡，同理可证 

(A( )̂ A( )̂  ，A(xV )V A)一1≥t，故 A为L上的 

R 一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6)“ ”V ， ∈L，RKD(A(x)̂ A( )̂  ，A(z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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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位为 19937位，那么改进后的梅森算法将使时间复杂度下 

降61倍。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改进型梅森算法能大幅度减少 

同等实验次数下的仿真时间。 

结束语 Monte-Carlo方法是用随机试验的方法计算数 

值积分，这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圆周率 

仿真计算中，Monte-Carlo法的误差收敛速度为 0( l／ )，一 

般不容易得到精确度较高的近似结果，但其实验设计简单，且 

对计算机的资源要求不高，在较低的实验次数下就能得到较 

高的运算精度。使用单驱动法估算圆周率，在不失精度的前 

提下缩短了运算时间，更好地解决了问题。文中提出的改进 

型梅森算法能够大幅度减少仿真时间，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1] 宁波，陈刚，陈卫东．基于蒙特卡洛法的水下火箭攻击弹道数学 

仿真研究[J]．系统仿真学报，2006，18(2)：8-12 

I-2] 潘冬．基于Monte-Carlo法的矿岩结构面的计算机模拟口]．矿 

业研究与开发 ，2010，30(1)：22—24 

[3] Harlin W J，Cicci D八Ballistic missile trajectory prediction u— 

sing a state transition matrix[J]．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2007，188：1832—1847 

r4] 裴鹿成．计算机随机模拟[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5] 郑小兵，董景新 ，张志国，等．基于蒙特卡罗法的弹道导弹落点密 

集度验前估计口]．中国惯性技术学报，2011，19(1)：116—121 

[6] 崔明路，王治强，刘薇．基于蒙特卡罗的星一地单光子通信仿真 

方法口]．计算机工程，Z011，37(7)：68—71 

[7] 胡亮，裴莹，初剑峰，等．基于鼠标移动轨迹的真随机数产生方法 

口]．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11，49(5)：890—894 

[8] 盛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1 

[9] 王萍，许海洋．一种新的随机数组合发生器的研究口]．计算机技 

术与发展，2006，16(4)：79—81 

(上接第 273页) 

= (1一A(z)VA( )̂  )V(A(zA )V )≥z，即A(xA )V 

≥z或A( )VA( )̂  ≤1一￡，同理可证A(xV )V ≥￡或 

A(z)̂ A( )h# ≤l一￡。 

“ ”V ，yEL，有 A(xA )V ≥￡或 A( )VA( )̂ 12 

≤1一f，则 RKD(A( )VA( )A12，A(x A )V A)一(1一A(z) 

VA( )A V(A( A )V A)≥t，同理可证 RKD(A( )V A 

( )̂ 12，A(xV )V )一(1一A( )VA( )A12)V(A(zV ) 

V )≥ ，故 A为L上的R ～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 

(7)“ ”V 2717，yEL，当 A(x A )V ≥A( )V A(z)A 

时，Ro(A(z)VA( )̂  ，A(xA )V )一1≥f，当A(xA )V 

A<：A(z)VA( )A 时，R。(A( )VA( )̂  ，A(x  ̂)V ) 

一 (1一A(z)VA( )A12)V(A(zA．)，)V )≥f，有 A(x  ̂)V 

≥￡或A( )VA( )̂  1一f，故有 A(x  ̂)V A≥A(z)V 

A(z)A 或A(xA 3，)V ≥￡或A(z)VA( )̂  ≤1一￡，同理 

可证 A(zV )V ≥A( )AA(z)A 或A(zV )V ≥￡或A 

( )̂ A( )̂ Z~--1--t。 
“

·#”Vz，yEL，当A(x  ̂)V A≥A( )V A( )A 时， 

尺()(A )VA( )A ，A(xA )V )一1≥ ，当 A(xA )V ≥ 

t或A( )VA( )A ≤ 1一f时，R()(A( )VA( )A ，A(xA 

)V )一(1一A( )AA( )A12)V(A( A )V )≥ ，同理可 

证 R。(A( )̂ A( )A ，A(xV )V )一(1一A( )AA( )̂  

)V(A( V )V )≥t，故 A为L上的Ro_广义模糊子格的 

理想。 

(8)“ ”Vx，yEL，当 1一A( )AA( )A12>~t时，有A 

(z)VA(3，)A ≤ 1一￡，当A(z)VA(3，)̂  AA(xA )V|=【≥￡ 

时，可得 A(x)VA(y)A12>jr或A(  ̂)V ≥z。同理可证 

1一A(z)̂ AA ≥￡或A( )̂ A( )A12>~t或A(zV )V．=【≥ 

t。 

“《=”Vx，yEL，当A( )VA( )A ≤1一t或A(z)VA 

( )Az>jt或A(xV )V aft时，贝0有 R (A( )VA(y)A ， 

A(xA )V )一(1一A(z)VA( )A12)̂ (A(z)VA( )A A 

A(xA )V )≥ ，同理可证R (A( )̂ A( )A ，A(xV )V 

)≥z。 

结束语 本文将一般的R_广义模糊子格与( ， )一fuzzy 

理想相结合，给出了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定义，并讨论 

了它的一系列代数性质。最后给出了8个常见蕴涵算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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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广义模糊子格的理想的等价条件 这加深了对R_蕴涵算 

子与模糊代数相结合的代数结构的认识，为多值逻辑在控制 

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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