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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逆 P．集合(inverse packet sets)是由内逆 P_集合 XF(internal inverse packet set j )与外逆 P_集合 )-F(outer 

inverse packet set-F)构成的集合对；或者(叉 ，_F)是逆P-集合。逆P_集合是把动态特性引入到有限普通集合X 内 

(Cantor set x)，改进有限普通集合x得到的。逆P_集合具有与P_集合相反的动态特性。利用逆PL集合给出逆 P_信 

息的概念、逆 P．信息嵌入隐藏与嵌入一隐藏定理、逆 P_信息的隐藏还原属性特征、逆 P_信息嵌入隐藏的逆 P_推理分离一 

发现。利用这些结果，给出逆 P_信息嵌入隐藏的逆 P_推理分离一发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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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rse P-sets is n set pair which is composed of internal inverse P-set (internal inverse packet set X ) 

and outer inverse P-set_F(outer inverse packet s t_F)，denoted by(-F， )．It is gotten by introduci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to finite general set X，which has the opposite characteristic to P-sets(packet sets)．Based on inverse p- 

sets。the paper presented the concepts of inverse P̂ information and its embedding-camouflage。discussed cam ouflage-re— 

storing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 about inverse P-information，obtained the embedding-camouflage theorems．And the theo— 

retica1 results were applied to separate and discover embedded and camouflaged inverse P-information by using inverse 

P-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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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年，文献[1，2]把动态特性引人到有限普通集合 X 

内(Cantor set x)，改进有限普通集合x，提出逆 P 集合(in— 

verse packet sets)。逆 P_集合是由内逆 P_集合 (internal 

inverse packet set X )与外逆P_集合) (outer inverse packet 

set )构成的集合对；或者，( ， )是逆 P_集合；逆 P_集 

合具有这样的动态特性：给定有限普通集合x={z ，zz，⋯， 

xq}cU，口一{ 1，口2，⋯， }CV是 X 的属性集合，若在 口内不 

断补充一些属性，则口变成a ⋯ ，X变成x 

f } ⋯ 。若在 a内不断删除一些属性，则 a变成 

口 毒 ⋯ a，x变成 ： 肆  ⋯ x。逆 

集合的动态特性与另一类信息系统的动态特征相同。若把 

霹 一 定义成 被嵌在 之外，把 定义成 

被嵌人在 之内，则 能够被定义成 ￡一 的一个外 

逆p隐藏； 能够被定义成叉 的一个内逆P_隐藏。显然， 

逆FL集合能够被应用到信息嵌入隐藏的应用研究中。利用 

逆 P-集合，给出逆 P_信息的概念，逆 P_信息嵌入隐藏与嵌入一 

隐藏定理，逆 P_信息的隐藏还原属性特征。利用逆 P_推 

理E ，给出逆P_信息嵌入隐藏的逆 P-推理分离一发现，及其应 

用。逆 P_集合具有与 P-集合相反的动态特征。P_集合是 

2008年文献[3，4]把动态特征引入到普通集合 x得到的，P- 

集合(packet sets)是由内 P_集合 XF(internal packet set XF) 

与外 P_集合 XF(outer packet set )构成的集合对；或者 

(XF，XF)是 P_集合 。P_集合具有这样的动态特征：给定有限 

普通集合x：{X1，．272，⋯，如}(二二U，a={口1吡 ，⋯， }CV是x 

的属性集合，若在a内不断补充一些属性，a变成a 

⋯  

，则 X变成x 球  ⋯ XF x；若在a内不断 

删除一些属性，口变成a： 毒 ⋯ a，则 x变成X 

XF ⋯ 磁 。P_集合的动态特性与一类信息、信息系 

统的动态特性相 同。P_集合在信 息系统 中获得 了多个 应 

用 。 

为了讨论的方便，便于接收本文，减少阅读困难，把文献 

[1，2]中的逆P_集合与它的结构引入到第 2节中作为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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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概念与预备知识。 

2 逆 P_集合的结构与它的动态特征 

约定 U是有限元素论域， 是有限属性论域；F={厂1， 

厂2，⋯，厶 )， ={-1，72，⋯， }是元素迁移族；x一{ ，．27z， 
⋯

， }是 U上的有限普通集合 ，X(==U；a一{口1，眈，⋯，(Tlk)是 

x的属性集合，ac ；fEF，f—EF一是元素迁移；fEF的特征 

是：对于元素uEU， X，fEF把 变成厂( )=zEx；对于 

属性 flEg， 口，fEE把卢变成 -厂( 一口 ∈a。一fEF一的特征 

是：对于元素魏∈X，一fEF一把 ẑ 变成7(瓤)一 X；对于属 

性∞∈口，7∈F把口 变成7(m)=晟 a。 

2012年，文献[1，2]给出： 

给定集合 X一{zl，,272，⋯， }cU，a一{m，a ”，m}(二二 

是x的属性集合，称 是x生成的内逆P_集合(internal in— 

verse packet set)，简称XF是内逆 P_集合，而且 

= XUX (1) 

X叶。称作x的F一元素补充集合，而且 

X 一{ luEU，“ X，-厂( )= ∈X，fEF) (2) 

如果 ) 的属性集合a 满足 

一aU{a }，( 一口 ∈口，fEF} (3) 

式中，p∈V， a，fEF把卢变成，( =a ∈a；式(1)中，叉 = 

{z1，z2，⋯，矗 }， r，q，rEN 。 

给定集合x={ l，娩，⋯， }，口={口1，∞，⋯，m)CV是 

x的属性集合，称 _F是X生成的外逆 P_集合(outer inverse 

packet set)，简称 ．F是外逆P_集合，而且 

—X—X (4) 

x一称作x的 一元素删除集合，而且 

X ={ l ∈X，7(z)一“ X，7∈F} (5) 

如果 )_F的属性集合a 满足 

一a一{ I7(诹)一 a，7∈F} (6) 

这里，m∈a，f—EF一把口̂变成7(∞)一届 口；式(4)中， 一 

{z1， 2，⋯， }， ≤q，P，g∈N ；_F≠D；式(6)中，口F≠D。 

由内逆 P_集合 (internal inverse packet set )与外逆 

P_集合 _F(outer inverse packet set -F)构成的集合对称作x 

生成的逆 P_集合(inverse packet sets)，简称逆 P_集合 ，而且 

( ，Xr) (7) 

有限普通集合 x称作逆 P_集合(_F， )的基集合(ground 

set)。 

由式(3)得到： 
⋯  (8) 

由式(8)得到内逆 P_集合 满足 
⋯  (9) 

由式(6)得到： 

毒 1 ⋯ (10) 

由式(10)得到外逆 P_集合，-F满足 

霹 -F_1 ⋯ (11) 

由式(9)、式(11)得到： 

{( ， )『 ∈I， ∈J) (12) 

式(12)是逆 P_集合的集合对族形式，是逆P-集合的一般 

表达式。J，．，是指标集合(index sets)。 

利用式(7)、式(12)得到： 

定理 1(逆 P_集合与有限普通集合第一关系定理) 若 

F=F=O，则逆P_集合(，-F，)_F)与有限普通集合x满足 

(X ， )F—F一0一X (13) 

证明：两个集合相等，它们对应的属性集合相等；反之，两 

个集合的属性集合相等，属性集合对应的集合相等。r．若 

F=O，则式(3)变成 口F=aU{a l_厂( =a ∈a，fEF}=aUD 

=a，这里：{a l-厂( =a ∈ ，fEF)一0；式(2)变成 X 一{Uf 

M∈U，“ X，，(“)= ∈X，fEF}= ，式(1)变成 叉 =XU 

X+=xuO=x。2。．若F=D，则式(6)变成 一a一{ l7 

(oa)一向 a，7∈ }=a—D=a，这里：{届I7(诹)一且 ，f—E 

F}一D；式(5)变成 ={ lz∈X， )=“ X，7∈F}一 ， 

式(4)变成 —X—X一=X—D—X。由 1。与 2。得到式 

(13)。 

定理 2(逆 p-集合与有限普通集合第二关系定理) 若 

F=F=O，则逆P_集合{(_F， )l ∈工， ∈J}与限普通集合 

X满足 

{( ，霹 ){ ∈ ， ∈J)F F 一x (14) 

证明与定理 1类似，略。 

推论 1 若 F=O，则内逆 P-集合 _F被还原成有限普通 

集合 X；或者 

郦 ：0一X (15) 

推论2 若F=O，则外逆 P_集合Xr被还原成有限普通 

集合X；或者 

： 0=x (16) 

命题 1 在 —F—D 的条件下，逆 P_集合 (叉 ，Xr)， 

{(X ， )l ∈工， ∈．，}被还原成有限普通集合 x。 

约定 第 2节中的符号 -F， ，X在第 3—6节中分别 

记作( ) ，( ) ，( )；或者 XF一( ) ， 一( ) ，x=(z)。 

( ) ，( ) ，( )分别称作内逆 P_信息、外逆 P_信息、信息； 

(( ) ，( ) )称作逆 P_信息；不引起误解与混乱。 

3 逆 P 嵌入隐藏信息与嵌入隐藏定理 

定义 1 称内逆 P_信息( )f是(z)的一个外逆 P_嵌入隐 

藏信息，简称( )f是(z)的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如果( )f 

与(z)满足( ) ( )f。 

称外逆 P_信息( )f是( )的一个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简称( )f是( )的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如果( )}与(z)满 

足( )} (z)。忌， ∈(1，2，⋯，m)。 

定义2 称逆 P_信息(( )f，( )f)是(z)的一个逆 P_嵌 

入隐藏信息，如果( )f，( )f与( )满足( )iI (z) ( )f。 

忌， ∈(1，2，⋯，仇)。 

定义3 称实数 ，豫分别是( )f关于(z)的外逆 P．嵌 

入隐藏系数，( )f关于(z)的一个内逆P_嵌人隐藏系数；如果 

一card(( )f)／card(( )) (17) 

豫一card(( )})／card(( )) (18) 

定义4 称由实数 ， 构成的数对是逆 p-信息(( )f， 

( ) )关于(z)的逆 P_嵌入隐藏系数，而且 

( ，豫) (19) 

由定义 1一定义4得到： 

命题2 信息(z)的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f，( ) )存 

在且非唯一。 

命题 3 信息(z)的逆 P_嵌人隐藏信息(( )f，( ) )生 

成一个逆 p嵌入隐藏信息族{((至)f，( ) )l ∈I，j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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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4 信息(z)的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生成一个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族{( )f l iE I)。 

命题5 信息( )的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生成一个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族{( ) 1j∈J}。 

命题6 外逆P_嵌入隐藏信息(至)f一定是在信息( )内 

补充了一些信息元3Ci；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f一定是在 

信息(z)内删除了一些信息元∞。 

定理3(外逆 P_嵌入隐藏定理) ( )f是信息( )的一个 

外逆P_嵌入隐藏信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f的外逆 P_嵌入 

隐藏系数弧是单位离散区间(o，1)的一个外点，或者 

(0，1) (2O) 

式中，(o，1)是数值。与数值 y一1生成的单位离散区间。 

证明：数值 )，一card((x))／card(( ))=1，y是信息( )的 

自嵌入隐藏系数；利用数值 0与数值 y一1生成单位离散区间 

(O，1)。1。．若( )f是( )的外逆P_嵌入隐藏信息，忌∈(1，2， 

⋯ ，m)，由式(1)得到(z) ( ) ，或者(z) ( )f；由式(17)得 

到： 一card(( )f)／card(( ))≥card(( ))／card((z))≥1； 

显然 (o，1)。2。．若 是单位离散区间(0，1)的一个外 

点，或者 (O，1)，利用式(17)得到： =card(( )f)／card 

((z))≥1，或者(z) ( )f，由定义1、定义 3得到：具有 的 

( )f是信息( )的一个外逆 P-嵌入隐藏信息。由1。与 2。得 

到式(2O)。 

定理4(内逆P_嵌入隐藏定理) ( ) 是(z)的一个内逆 

P_嵌人隐藏信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的内逆 P_嵌入隐藏 

系数哺是单位离散区间(O，1]的一个内点，或者 

豫∈(O，1] (21) 

证明：与定理 3类似，略。 

由定理 3，定理 4得到： 

定理5(逆P_嵌入隐藏定理) 若(( ) ，( )})是( )的一 

个逆 P_嵌入隐藏信息，则( )f的外逆 P_嵌入隐藏系数 与 

( )}的内逆p-嵌入隐藏系数 生成的离散区间[ ， ]与单 

位离散区间(0，1]满足 

(0，1]n[ ， ]≠D (22) 

式中，忌， ∈(1，2，⋯，m)。 

证明：因为(( )f，( )f)是(z)的一个逆 P_嵌入隐藏信 

息，或者，( )f是信息(z)的一个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 

是( )的一个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由式(20)与式(21)得到 

(O，1)， ∈(O，1-1，显然数 1是 琅与 构成的离散区间 

[ ， ]的一个内点，或者 1∈[ ， ]，又知道 1也是单位离 

散区间(0，1]的一个内点，或者 1∈(O，1]，则有(O，1]n[项， 

]≠D，得到定理 5。 

定理6(外逆 P_嵌入隐藏属性补充定理) ( )f是信息 

( )的一个外逆P_嵌入隐藏信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属性 

集合 ≠D，( )f的属性集合af与( )的属性集合a满足 
～

(aU zsa)= (23) 

证明：1。．若( )f是信息( )的一个外逆 P．嵌入隐藏信 

息，由定义1得到：(z) ( )f；由式(1)一式(3)知：( )f的属 

性集合af与( )的属性集合 a满足a ；显然存在属性集合 

≠D，满足 一△ 一口，或者 一口U ，或者 一(aU ) 

= D。2。．若存在属性集合 △口≠D，( )f的属性集合af与 

( )的属性集合a满足af一(aU )一D，显然有 口 ，由定 

义1知：具有属性集合 的信息( )f是具有属性集合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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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的一个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定理7(内逆P_嵌入隐藏属性删除定理) ( )f是( )的 
一 个内逆P-嵌入隐藏信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属性集合 

a≠0，( ) 的属．眭集合af与( )的属性集合 a满足 
’

一

(a--~a)一 (24) 

证明：与定理 6类似，略。 

由定理 6，定理 7直接得到： 

定理8(逆 P_嵌入隐藏属性补充一删除定理) 若(( )f， 

( )})是(z)的一个逆 P_嵌入隐藏信息，则存在属性集合 

≠ ， a≠D；(( )￡，( ) )的属性集合( ， )与(z)的属性 

集合a满足 

( ， )一(口U△口，口一 口)：D (25) 

式中， 一(aU△ )=D， 一(口一 口)一D。 

4 逆 P一嵌入隐藏还原的属性特征 

定理9(逆P_嵌入隐藏第一还原定理) 若F=F—D，则 

逆P一嵌入隐藏信息(( )￡，( )})被还原成( )，而且 

(( )f，( ) )F—F—D一(z) (26) 

证明：(( )f，( )})被还原成( )等价于( )f被还原成信 

息(z)，( ) 被还原成信息( )。1。．若F=O，利用式(1)一式 

(3)得到：( )f的属性集合a}与( )的属性集合 a满足a一 

，所以(至)f一(z)；2。．若 一0，利用式(4)一式 (6)得到 ： 

( )}的属性集合 f与( )的属性集合a满足a一 ，( )f一 

)；把( )f=(z)与( )}一( )写成一个式子：(( )f，(至) ) 

=( )，(( )f，( )})一( )在F=F= 的条件成立，得到式 

(26)。 

推论 3 若F=O，则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f被还原 

成(z)，而且 

( )f )F：o一(z) (27) 

推论4 若 — ，则内逆P_嵌入隐藏信息( )}被还原 

成( )，而且 

( ) )F：0一 (z) (28) 

定理 10(逆 P’嵌入隐藏第二还原定理) 若存在实数 △ 
---- - 0，则逆P_嵌入隐藏信息(( )f，( )f)被还原成( )，而且 

(( )f，( )}) 。=(z) (29) 

式中，△ = -7=r~一y； 是( )f的外逆 p-嵌入隐藏系数 ， 

豫是( )}的内逆 p-嵌入隐藏系数， 是信息(z)的自嵌入隐 

藏系数。 

证明：Aq~=0等价于 一)，= 一y—O；或者 = =y。 

因为 一’，，由式(17)得到： 

=card((i)f)／card((x))一card((z))／card((z))一)， 

或者 

card(( )f)=card(( )) 

或者 

( )f一(z) 

同理可证( )f一(z)，得到式(29)。 

推论 5 若存在数 △ 一0，则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f 

被还原成(z)，而且 

(( )f )△。：o一( ) (30) 

推论6 若存在数 △ =o，则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 

被还原成( )，而且 

( )f ) o=( ) (31) 



 

定理 11(逆p-嵌入隐藏辨识定理) 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 )f，( )})与( )满足 

Ⅱ)E((( )f，( ) )，(z)) 。 (32) 

式中，Ⅱ)E(( ) ，(z)) 0，Ⅱ)E(( ) ，(z))△ 0，IDE=identi— 

fication。 

事实上，当△ 。时，( ) ( )f，或者(z)≠( )f；( )f 

(z)，或者( ) ≠( )；(( )f，( )})关于( )被辨识。 

推论7 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f与(z)满足 

Ⅱ)E(( )￡，( ))△ Lo (33) 

推论8 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与( )满足 

Ⅱ)E((z) ，(z))△胛 0 (34) 

定理 12(逆p嵌入隐藏不可辨识定理) 逆 P_嵌人隐藏 

信息(( )f，( )})与( )满足 

UNI(((．z)f，(．z)f)，(．z))F—F一0 (35) 

式中，uNI(( )f，( ))F：F—D，uNI(( )f，(z))F—F一。，UNI= 

unidentification。 

事实上，F—O，( )f：(z)； =0，( ) 一(z)，得到式 

(35)，证明略。 

推论9 逆 P'嵌入隐藏信息(( )f，( )})与(z)满足 

UNI((( )f，( )f)，( )) 。 (36) 

利用逆 P_推理与第 2节一4节中的结果，第 5节中给出 

逆 P_嵌入隐藏信息与它的逆 P_推离分离一发现。 

5 逆 P．嵌入隐藏信息与它的逆 推理分离一发现 

2012年，文献E23给出 

称( )FT 是( )f的内逆P_推理生成信息，简称内逆P_推 

理信息，如果( ) 的属性集合 与( )f的属性集合af， 

( ) 与( )f满足 

if口f= a 1，then( )f=>( ) l (37) 

式(37)称作内逆 P̂集合生成的内逆 P_推理(internal inverse 

packet reasoning)，简称内逆 PL推理。 l称作内逆 P_推 

理条件 ，( )f ( ) 称作内逆 P_推理结论。 

称( )F+ 是( )}的外逆P-推理生成信息，简称外逆P_推 

理信息，如果( ) 的属性集合 与( )f的属性集合af， 

( )F+ 与( )f满足 

if l ，then( ) 1 ( )} (38) 

式(38)称作外逆 P_集合 生成 的外逆 P_推理 (outer inverse 

packet reasoning)，简称外逆 P_推理。 1 称作外逆 P_ 

推理条件，( )F_ ( )}称作外逆 P_推理结论。 

式(38)中， 与a 等价；( ) ( )}与 

( ) ( )f；式(38)与式(37)中的“ ”与“ ”等价。 

称(( )f，( ) )是内逆 P_推理与外逆 P_推理生成的逆 

P_推理信息，简称逆P_推理信息，如果( ，五 )与( ， )， 

(( )f，( ) )与(( ) ，( )f)满足 

if( ， ) ( 1， )，then(( )f，( ) ) (( ) l， 

( )f) (39) 

式(39)称作逆 P_集合生成的逆 P_推理，简称逆 P_推理(in— 

verse packet reasoning)。( ， 1) (出 1， )称作逆 P_推 

理条件；(( )f，( ) ) ((至) ，(至)f)称作逆 P_推理结论。 

式(39)中，( ， 1) (出 1， )表示： ， l 

；(( ) ，( ) ) (( )F+ ，( )f)表示：( )f ( ) ， 

( ) ( )￡；利用式(37)一式(39)得到： 

定理 13(内逆 P_推理 的外一分离发现定理) 若 ( )f是 

(z)的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a分别是( ) 与(z)的属性 

集合，而且满足 

if a= ，then(z)： ) 。 (4O) 

则( ) 在( )之外被分离发现。 

定理 14@b逆 P_推理的内一分离发现定理) 若( ) 是 

)的内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a分别是( ) 与(z)的属性 

集合，而且满足 

if =>a，then )f= (z) (41) 

则 ( ) 在(z)之内被分离发现。 

推论 10 若(( ) ，( ) )是(z)的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 ， )， 分别是(( ) ，( ) )，( )的属性集合，而且满足逆 

P_推理，则 ( ) 在(z)之外被分离发现，( ) 在(z)之内被分 

离发现。 

定理 13、定理 14、推论 1O是直接的结果，证明略。 

6 逆 P-嵌入隐藏信息的逆 P_推理分离-发现应用 

本节的例子取自信息隐藏传递的一个实验，它来自一个 

实际的信息辨识系统。因为一些原因，例子中的一些细节被 

省略。为了简单且不失一般性，本节只给出外逆 FL嵌入隐藏 

信息的隐藏传递与接收认证，内逆P．嵌入隐藏信息的隐藏传 

递与接收认证略。 

约定 A是外逆P_嵌入隐藏信息( )}的生成者与传递 

者；B是外逆 PL嵌入隐藏信息( )}的接收者、还原者与认证 

者。( )一{X1，z2，曲 ，丑，z5，蕊，z7，z8，z9，z1o}是给定 的信 

息，a一{m，a2，a3，a4，口5，口6，们，∞，口9， )是( )的属性集合； 

)被A确认；a与( )f被A，B双方确认。 

Step1 A利用(z)生成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 与属 

性集合 }，而且 

( )}一{zl，X7，魏， lo) (42) 
一 {口1，口7， 8， 10} (43) 

Step2 A将( )f与口f传递给B。 

Step3 B接收( ) 与a}。 

Step4 B利用A传递过来的 f与约定中的a得到： 

a

。
=  U{a一 ) 

{ 1，∞，∞， 10)U{a2，∞，诎， 5，a6，a。} 

{a1，讹，∞， 4，∞，舶，∞，∞，口9，al0) (44) 

Step5 B把( )f还原成( )。。 

B利用A传递过来的( )f与a。一 对应的△( ) 得到： 

( )。=( )f u△( ) 
= { 1，X7，X8，z1o}U{X2，X3，z4，z5，z6，z9) 

= { 1，娩 ，X3，瓤 ，325， 6，∞ ，魏 ，z9，z1。} (45) 

Step6 B对( )。给出认证： 

如果式(44)中的属性集合 a。与约定中的a满足 

UNI(口。，口) (46) 

或者 

a

。

一口=0 (47) 

则式(45)中的(z)。是A传递的信息(z)，而且满足 

UNI(( )。，( )) (48) 

式(42)一式(48)的算法过程与结果，实验给出认证。 

例子的分析与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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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第2节中的逆P_集合的结构中容易得到：外逆P_集 

合 与Xf的属性集合a}构成对应关系；或者，霹 具有属 

性集合a}；反之，属性集合 一定对应着外逆 PL集合 。 

换一个说法，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 ) 具有属性集合a}；利 

用属性集合 能够找到唯一的( ) ，( ) 是具有属性集合 

}的外逆 P_嵌入隐藏信息。基于这个基本的理论事实得到： 

式(45)中的(z)。与约定中的(z)满足( )。一( )。 

2。．从式(42)一式(48)中得到：G)fG( )；或者，( )} 

( )；G)fo(x)表明：(z)内的一些重要信息元Xi被A删除， 

A用明码传递(至)f。若( ) 在传递过程中被他人篡改，被篡 

改的(j)}会被B发现；因此，他人篡改是徒劳的。从式(42) 

一 式(48)中还能得到：( )f的属性集合a 与(z)的属性集合 

满足af 口；或者， 口；利用外逆P_推理： 

if 口，then( )f (z) (49) 

得到：A送来的( )f是某个信息( )的一个不完全信息((z) 

内被删除了一些信息元)；或者，A送来的是一个假信息( ) ， 

( )}被盗取者盗取是无意义的。 

3。．( )f与( )，( )}的属性集合a}与( )的属性集合a 

满足外逆P_推理：if a，then( ) ( )，(；)}是从( )内 

分离得到的，( ) 是从 ( )内被发现的；式(44)、式 (45)是利 

用式(24)把 ( )f还原成( )的；或者，利用 
一

(口一 口)=0 (5O) 

得到 )。，( )。是A传递的信息(z)。 

结束语 文献[1，2]提出逆 P-集合，逆 P_集合是把动态 

特性引入到有限普通集合 x内(Cantor set x)，改进有限普 

通集合 X得到的。文献[3，4]提出P_集合(packet sets)，p-集 

合是把动态特征引入到有限普通集合x内，改进有限普通集 

合 X得到的。逆 P_集合是另一类动态信息数学模型表示 ，P_ 

集合是一类动态信息数学模型表示。逆 集合的特征是：Xi 

k k 

的属性满足V哦；p-集合的特征是：五的属性满足  ̂ 。显 
t一 1 t— l 

然，逆 P_集合、P_集合是满足属性的不同逻辑关系的两个动 

态数学模型。本文利用逆 P_集合，给出逆PL信息嵌入隐藏与 

逆P_推理分离一发现的研究，给出一些基本的理论结果及应 

用。逆P_集合是研究另一类动态信息及动态信息系统的新 

方法、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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