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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P一推理信息恢复与属性潜藏推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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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FL集合(packet sets)是把动态特性引入到有限普通集合 X内，改进有限普通集合 X得到的一个动态模型；在 

一 定的条件下，P_集合被还原成有限普通集合x。P_集合由内p-集合 (internal packet set )与外P_集合 XF(outer 

packet set XF)构成的集合对；或者，(XF，X )是 P_集合。P_推理(packet reasoning)由内p-推理(internal packet rea— 

soning)与外 P_推理(outer packet reasoning)共同构成。利用内p-集合与内p-推理，给 出了内p-信息恢复概念与内p- 

信息恢复特征、内p-信息恢复的内p-推理生成与它的属性潜藏、内p-信息恢复的信息元补充定理、内p-信息恢复的依 

赖性定理，以及 内p-推理信息恢复的属性潜藏定理与属性潜藏发现定理。利用这些理论结果，给出内p-推理信息恢 

复在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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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ets(packet sets)are a dynamic model obtained by embedding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finite 

Cantor set X and improving  it．P-sets are a set-pair composed of internal P-set ’(internal packet set )and outer p- 

set XF(outer packet set )，or(XF，XF)is P-sets．P-reasoning is composed of internal P-reasoning(internal packet 

reasoning)and outer P-reasoning (outer packet reasoning)．Using internal P-sets and internal P-reasoning ，the paper 

gave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P-information recovery，internal P-reasoning generation and attribute 

hiding of internal P-information recovery，inform ation elements supplemented theorem and dependence theorem of inter— 

nal P-information recovery，attribute hiding theorem and attribute hiding discovery theorem of internal P-reasoning in— 

form ation．Based on the results，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l P-reasoning information recovery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was given． 

Keywords P-sets，~reasoning，Internal~ reasoning information recovery，Recovery dependence theorem，Attribute hid— 

ing theo rem，Attribute hiding discovery theorem，Application 

1 引言 

文献[1，2]提出 P_集合 (packet sets)，给出 P_集合的结 

构；p-集合是把动态特性引入到普通集合x内，改进有限普 

通集合 x得到的；在一定的条件下，p集合被还原成有限普 

通集合 x；p-集合具有动态特性。P_集合在一类动态信息系 

统中得到了应用~l-zs3，是 由内 P_集合 XF(internal packet set 

)与外 P-集合 xF(outer Packet set XF)构成的集合对；或 

者，(XF，XF)是 P-集合。利用 P_集合的结构与特性，文献[4] 

提出P_推理(packet reasoning)，给出 P_推理模型，P_推理是 

一 个动态推理。P_推理由内 P_推理 (internal packet reaso- 

ning)与外 P_推理(outer-packet reasoning)共同构成，P_推理 

在信息智能识别、智能挖掘中得到了应用L4 ]。p-集合具有这 

样的动态特性 ：A 设 是内 P_集合 Xv的属性集合，若 

⋯  毒 ，则XF XF_ ⋯ 霹 xF；B．设 是外 

P_集合XF的属性集合，若 毒 ⋯ ，则 Ⅺ 

⋯  殍  磁 。从 A中得到：如果把XF，xF_ 分别定 

义成内P_信息 )f，( )F_ ；(z)f= ，(z)F_ =雌  ，( )} 

(z) ；Vz ∈(z)f定义成(z)}的信息元(或者，Vz，∈ 

(z)F_ 定义成(z)} 的信息元)，则(z)}是( ) 内丢失了一 

些信息元得到的；相反，如果把丢失的一些信息元补充到 

( )f内，则得到 )暑 。显然，( )0 能够被定义成( )}的 

恢复。 

取A中的一个例子：给定内PL集合 xF_ 一{ ，X2，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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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4， 5)， 1一{口1，口2，口3)是 XF_1的属性集合；XF一{ 1， 2， 

X3)， 一{口1 ，∞，口 ，鹏}是 XF的属性集合；由P_集合的元 

素一属性特征得到：VXi∈x ，Xi具有属性口 ，讹，a。； 一1，2， 

⋯

，5。V乃∈磁 ， 具有属性口1， 2，口3，口4，粥； 一1，2，3。 

XF与x ， 与aF_ 满足：XF xF_ ，出 。设(z)}一 

，(z)0 一XF_ ，(z)}被恢复成(z) 等价于 z ， ， 。 

∈(z)f具有的属性a ，a 被潜藏；换个说法，( )}被恢复成 

( )F_ 等价于 ，X ， 。∈( )}具有的属性 ，弼被潜藏在 

(z)0 的属性集合 内，而且在 内不被显露。属性潜 

藏是内P_集合 XF具有的一个重要特性，人们却未对它给出 

讨论和应用。本文利用内P_集合、内P_推理对内P_集合的属 

性潜藏特性给出理论与应用的讨论。 

本文的主要结果：给出内 P_信息恢复与它的特性、内 P_ 

信息恢复的内 P_推理生成与生成定理、属性潜藏定理、内 P_ 

信息恢复依赖的几何特征；利用这些结果，给出内 P_推理信 

息恢复与属性潜藏推理发现的应用。 

为了便于本文的讨论，保持本文内容的完整，又便于读者 

阅读，把 P_集合、P_推理简单地引入到本文的第 2节内，作为 

本文讨论的理论准备与预备知识；p-集合、P_推理的更多概念 

见文献[1—5]。 

2 P．集合结构与P-推理模型 

文献[1，2]给出： 

给定集合 X一{X1，-272，⋯，如}CU，口一{m ，⋯，m}CV 

是x的属性集合，称XF是x生成的内P_集合(internal pac- 

ket set)，简称XF是内PL集合，而且 

xF= X-- X一 (1) 

X一称作 X的 元素删除集合，而且 

X 一{XlxEX，7(z)一“ X，7∈ } (2) 

如果 XF的属性集合a 满足 
F —

aU{口 l-厂( 一口 ∈a，fEF} (3) 

这里 ：卢∈ ， ；，∈F把p变成，( a ∈a；XF≠D，式(1) 

中，XF={ l，z2，⋯， }，户≤口，P，qEN 。 

给定集合 X一{zl，娩，⋯，Xq}CU，口={m， 2，⋯， }CV 

是x的属性集合，称 XF是x生成的外 P_集合 (outer packet 

set)，简称 ，F是外 P_集合，而且 

XF：XUX (4) 

x 称作x的F_元素补充集合，而且 

X 一{Ul“∈U，“ X，／-( )一z ∈X，fEF} (5) 

如果) 的属性集合a 满足 
一  一 { l7(m)= n，7∈F) (6) 

这里：m∈a，7∈ 把 变成7(∞)一届 ； ≠D，式(4)中， 

XF={Xl， 2，⋯，Xr}，q≤r，q，rEN 。 

由内P_集合XF(internal packet set XF)与外 P_集合 x 

(outer packet set XF)构成的集合对，而且 

(XF，XF) (7) 

称作有限普通集合 x生成的P．集合(packet sets)，简称I)h集 

合；有限普通集合x称作 P_集合(XF，XF)的基集合(基础集 

合)。称 

{(XF，搿 )I ∈I，JEJ} (8) 

是P_集合生成的集合对族，是 P_集合的一般表达式；J，．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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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集合。 

由式(1)一式(8)得到。 

命题 1 若 F=P=O，则 P_集合(xF， (F)被还原成有限 

普通集合x；或者， 

(X ，X )F—F一0一X (9) 

命题2 若F—F— ，则 P_集合{(Ⅺ ， )l i∈I， ∈．，} 

被还原成有限普通集合 X；或者， 

{( ，孵)li∈I,j∈J)F—F—D=x (10) 

应当指出：式(1)一式(10)中，F一{，l，厂2，⋯， }， 一 

{-1，-2，⋯， }是元素(属性)迁移族[ ，fEF，7∈ 是元素 

(属性)迁移口 ； fEF的特征：对于元素 “∈u， X，fEF 

把 变成厂( )一 ∈x；对于属性 卢∈V， a，fEF把卢变成 

-厂( —a ∈a。7∈ 的特征：对于元素z∈X， ∈ 把 变成 

2f(x)一“ x；对于属性∞∈口，7∈F把口 变成7(m)一 a。 

文献[4]给出： 

称XF+ 是 XF的内P_推理生成集合，简称豫  是内P_推 

理集合，如果XF的属性集合af与x 的属性集合 ， 

与x 满足 

if 舞 1，then硪 1 XF (11) 

式(11)称作内 P_集合生成的内 FL推理，简称 内 P_推理； 

称作内P-推理条件，硪  =；’ 称作内P_推理结论。这 

里， 出 与 等价；XFT XF与xF_ XF等价。 

称 硌  是 的外 P_推理生成集合，简称 x矗 是外 P_推 

理集合，如果Xf的属性集合a}与xF+ 的属性集合 ，Xf 

与XF+ 满足 

if 1 ，then礤 X￡ l (12) 

式(12)称作外 P_集合生成的外 P_推理，简称外 P_推理； 

称作外 P_推理条件，Xf 蹲  称作外 P_推理结论。 

称(XF，硌  )是内P_推理与外 P_推理生成的P_推理集 

合，简称 (XF，硌  )是 P_推理集合，如果 ( ， )与 

( ， )，(XF，Xf| )与(赡  ，Xf)满足 

if( ， 1) ( ， )，then(豫 1，Xf) (XF，X ) 

(13) 

式(13)称作 P．集合生成的 P_推理，简称 P_推理；( ， ) 

( ， )称作 P_推理条件，(XF+ ，Xf) (霹 ，x )称作PL 

推理结论。这里，( ， ) ( F+ ， )表示： ，玉  

；(磷  ，Ⅺ ) (XF，XL )表示：XF_ ，XF Xf+ 。 

命题3 内P_推理结论硪  xF中，xF+ 是XF内元素 

丢失的生成。 

命题 4 外P_推理结论 =；’x 中，x 是Xf内元素 

补充的生成。 

利用第 2节中的内 P_集合概念与模型、内 P_推理概念与 

模型，第 3节中给出内P_信息恢复与它的特性。 

3 内P_信息恢复与它的特性 

约定 在第 3节一5节的讨论中，第 2节中的感’记作 

(z)f；或者(z)f—XF，( )f称作内P_信息；基集合 x记作 

( )；或者( )一x，( )称作信息；VXi∈( )f称作(z)f的信 

息元(或 V z ∈( )称作( )的信息元)。 

定义 1 称( )0 是( )}的内P_信息恢复，简称(z)l 

是内p-信息恢复，愚∈(1，2，⋯， +1)；如果 (z)ll__ 与( )l满 



足 

(z)F- ～(z)}≠0 (14) 

显然，信息(z)是每一个内 P_信息(z) 的内 P_信息恢 

复， 一1，2，⋯， 。 

定义2 数 一 称作(z)F_ 的内P_信息恢复系数， 一 满 

足 

一 1一card(( )f)／card((x)F一1) (15) 

式中，card=cardinal number。 

定义3 称内P_信息恢复(z)F' 单依赖于内P_信息恢复 

( )f；记作 

( )} (z)F_1 (16) 

定义 4 称内 P_信息恢复( ) 双依赖于内P_信息恢复 

(z)}；记作 

(z)}甘(z)0 (17) 

这里：“单依赖 ”，“双依赖 ”取自数理逻辑；“ ”与“ ”等 

价，“㈢”与“一”等价。 

由定义 1一定义 4得到。 

命题5 信息( )是任意一个内P_信息( ) 的内P_信息 

恢复，一定存在 (z) ≠0，((z)一 (z) )∞(z) 。 

命题6 信息(z)与内P_信息恢复( ) 满足(z) (z)。 

定理 1(内 P_信息恢复的信息元补充定理) ( ) 是 

(z)}的内P_信息恢复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 ( )f≠ ； 

( ) ，(z)}与 (z)f满足 

( )F_ 一( )}U、 (z)￡ (18) 

证明：事实上，内FL信息恢复是内P_信息还原；1。由第 2 

节中的式(1)、式(2)得到：card((x)[)≤card((x)F- )；或者 

( )f (z)0 ；(z)}是(z)} 内丢失了信息元Xi得到的，Xi 

∈( )0 ；显然，在(z) 内补充 (z)f≠0得到(z)F_ ；或 

者，( )0 一( ) U ( )f； (z)f是( ) 内被丢失的信 

息元 Xi构成的信息。2。若(z)0 =( )}U ( )；，V(z)}≠ 

0，( )f ( )F_ ；由定义1得，( )} 是(z) 的内P_信息恢 

复。由 1。与 2。得到定理 1。 

定理2(内 P_信息恢复的单位离散区间内点定理) 

( )0 是( )f的内P-信息恢复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 的 

内fL信息恢复系数 住一 是单位离散区间(0，1]的一个内点； 

或者 

1∈(0，1] (19) 

这里：(0，1]是数值0与 1一y=card((x))／card((x))构成的 

单位离散区间，y=card((x))／card((x))是信息( )的 自恢复 

系数。 

证明：取数 0与 1=7=card((x))／card((z))作单位离散 

区间(o，1]。1。若 一 =card((x)~)／card((x) 1)是( )0 的 

内P_信息恢复系数，则 O< 一 ≤1；或者， 一1∈(o，1]。2。若 

一  ∈(O，1]是( )F_ 的内 P_信息恢复系数，由式 (15)得到： 

card((z)f)≤card((x) )；或者，( )f ( )0 ，由式(14)得 

到：( )F- 是( )f的内P_信息恢复；由l。与2。得到定理 2。 

定理3(内P_信息恢复的单依赖一双依赖定理) 若(z)F_ 

单依赖于( )f；或者， 

(z)} (。) l (2O) 

则存在 ( ) ≠D，( )01双依赖于(z)}；或者 

(( )}U、 (z) ){ ( )01 (21) 

证明：由式(16)得到：因为( )F_ 单依赖于(z)￡；或者， 

(z) (z)} ；或者 ( )} (z) ；( )f是信息元 z ∈ 

( ) 从( )F- 内被删除得到的。显然，存在信息 (z)}≠ 

0，(z)}U (z)f=( )F_ ，(z)}U ( )f一( ) 与(z)}U 

( )f (z)0 等价；由式(17)得到式(21)。 

定理4(内P_信息恢复的内一同心圆定理) 若o0 是内 

信息恢复(z) 生成的一个内P_信息恢复圆，则o 是信 

息单位圆。的一个内一同心圆，而且 

o0l(==④ (22) 

式中，“c”是一个特别的记号，它表示oF_ 被包围在④内。 

④0 是以坐标原点 0为圆心、以 一 为半径构成的圆；④是 

以坐标原点 O为圆心、以 y card((x))／card(( ))一1为半 

径构成的信息单位圆。 

证明：由命题5得到：(z)是(z)} 的内P_信息恢复，由式 

(15)得到：card(( )}1)≤card(( ))；或者，疟 l—card 

(( )F_1)／card((z))≤card(( ))／card((z))一y=1；利用 ’，， 

疟 作半径，以坐标原点0为圆心作圆，得到信息单位圆④与 

内P_信息恢复圆④0 ，则有o0 (==④；o 是。的一个内一 

同心圆，得到定理 4。 

图 1给出定理 4的直观表示。 

＼ 

． 

—＼  
’

、

． ＼ 

。 ＼ 
‘ l ＼ 

‘ 岁 
图 1 0是信息(z)构成的信息单位圆；0，)，一card((z))／card((z)) 

card((-z))分别是0的圆心与半径；0用实线表示 0}是(z) 

构成的内P_信息恢复圆；0，霄 分别是0f的圆心与半径；0} 

用虚线表示。y与y}满足：谚一1≤y 

第3节中给出内P_信息恢复的特征：信息元补充特征， 

内P_信息恢复系数离散区间特征，内P-信息恢复依赖特征与 

内P_信息恢复二维空间特征；把内P_推理引入到内 P_信息恢 

复中，对第3节中的结果再讨论，第4节中给出内P-信息恢复 

的PL推理生成与它的属性潜藏定理。 

4 内P 信息恢复的内P．推理生成与它的属性潜藏 

定理 

定义5 若( )f与( )F_ ； )f的属性集合 与( )F- 

的属性集合 毒 满足 

if 1 ，then )f ( )F_1 (23) 

称( ) 是满足内 P_推理条件 一 被内Ph推理生成的 

) 的内p-推理信息恢复，简称( )0 是内P_推理信息恢 

复。 

定义6 称△ 是内P_推理信息恢复生成的属性潜藏， 

如果△ 是 ( )￡的属性集合，则 (z)}满足 

( ) =( )0 一(z) (24) 

式中，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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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5(内 P_推理信息恢复第一属性潜藏定理) 若 

( )0 是( )f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则存在 ≠0，( )F_ 

的属性集合 {2f- ， ) 的属性集合 f与△af满足 

= 一△ (25) 

△ 在a} 内被潜藏。 

证明：因为( ) 是(z)f的内P．推理信息恢复，由式 

(23)得到：( )F_ 的属性集合 一 与( )}的属性集合 f满足 

内 P_推理条件 aF_ ；或者 一 ；存在属性集合 △ ≠ 

D， U 一口f；或者， 一 一 ； 不在aF_ 内出 

现；或者， 潜藏在aF_ 内不被显露。 

例如，给定(z)01={zl，X2， 3，z4)，击 1一{口1， 2，a3}是 

(z) 的属性集合；(z) 是(z)}={X ，X2， 。}的内P_推理 

信息恢复， ={m，az，∞，a ，as}是(z)}的属性集合；显然， 

(z)f被内P_推理恢复成(z) ， 内的属性a 临 不在 一 

内；或者 {24，as ；或者 ，as在 内被潜藏，在 击  内 

不被显露。 

由定理 5与单依赖概念直接得到： 

推论1 若( ) 是( )}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则一定 

存在属性集合 △ ，△ ≠D；△ 潜藏在( )} 的属性集 

合 aF． 内，不被显露。 

推论2 若(z)F_ 是(z)}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则 与 

潜藏在 一 内的属性集合△ 满足单依赖；或者△ 。 

推论3 若(z)是(z) ，(z) ，(z)￡的内P_推理信息恢 

复，则潜藏在(z)的属性集合a内的属性集合 ， ，△ 

与 满足单依赖链 △ △ 口。 

定理6(内 P_推理信息恢复第二属性潜藏定理) 若 

(z) 是( )}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则(z) 一(z)f的属性 

集合a 与(z)f的属性集合af满足 

(口0 U )一 一O (26) 

式中， ， 分别是(z)}，( ) 的属性集合。 

证明：设( )0l={37,l，z2，⋯，薪，z 1⋯， )，mF一1一{m， 

口2，⋯，∞， + ”，∞}是(z)F_1的属性集合；(z)f一{．271，z2， 
⋯ ，3：r}， 一{口1，讹，⋯，曲， +I，⋯ )是( ) 的属性集合； 

( )} ( )}l，口￡-1 。显然，z 1，zr+2，⋯， ∈( )}1具 

有属性集合 1一{口 ，⋯，m，诹十 ”，a )。因为( ) 是 

(z)}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或者(z)} 是( )}内信息元 

z ，z 一， 的补充生成；( )}被恢复成( )F_1，(z)f一 

(z) 1等价于在 1内补充属性：m十l，{2t+2，⋯，口 ；或者出 1 

U 一 ，则有 ( U )一 一 ；潜藏在 内的属性 

口H1，{2t+2，⋯，{2n被显露，得到定理 6。 

例如(z)F_1={ 1，z2， 3，z4}，口￡I1一{口1，a2，∞)是(z)0l 

的属性集合；(z)f一{3：1，X2，勘 )， 一{m，a2，∞，{24，粥}是 

(z)f的属性集合，(z)F_ 是(z)f的内PL推理信息恢复，等价 

于( )}内补充z ，而且( ) =( )f U{z >，则有(毒 U 

)一 =({ 1，口2， 3)U{m， 2，口3， 4，{25})一{ 1，{22，a3，口4， 

a5}一(a1， 2，∞， 4，{25}一{ 1， 2， 3，{24，{25)一D。 

利用定理 6与双依赖概念直接得到： 

推论4 若( )}被内P_推理信息恢复成(z)F_ ，则(z)} 

的属性集合af与(z)F_ 的属性集合 满足双依赖；或者 

1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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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5 若(z)f被内P_推理信息恢复成(z) ，则(z)} 

的属性集合 f与( )0 的属性集合口￡_ 满足UNI( ， )。 

UNI= unidentification。 

定理7(内P_推理信息恢复属性潜藏存在性定理) 若 

是(z)}的属性集合，(z)f是(z) 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则 

(z)F_ 的属性集合a 与(z)}的属性集合af满足 

+ 一 ’≠0 (27) 

证明：设(z)f是(z)F+ 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由式(1)～ 

式(3)得：( ) 的属性集合aF上 与( )f的属性集合 f满足 

af ，则存在 △ ≠ ， 一 一 ；或者， 一 ≠ 

0，(z) 被恢复成( )}， 内的一些属性在nf内不被显 

露，这些属性潜藏在 内。 

定理 8(内 P_推理信息恢复属性潜藏发现定理) 若 

(z)F_ 是(z)}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满足内P_推理结论(z)f 

(z) ，则潜藏在内P-推理条件 中的 f≠D，在 

内 FL推理条件中被发现，而且 

( 一△ ) (28) 

证明：设( ) 是( )￡的内P_推理信息恢复，(z)0 的 

属性集合 与( )}的属性集合af，(z)0 与(z)}满足：if 

击1 ，then(z)} (z) 1；由击1 得到：毒 l ，存 

在△ ≠O，△ 一 一击 ， 在(z)f被恢复成( )F_ 时被 

发现，而且满足： 一毒  U△ ；或者， 单依赖于af一 ， 

( 一 ) ，得到定理 8。 

利用第 3节、第 4节中给出的讨论与结果，将在第5节中 

给出内P_推理信息恢复的应用。 

5 内P-推理信息恢复与属性潜藏推理发现的应用 

本节的例子取自交通事故中对伤员的救护；为了简单 ，例 

子做了适当的简化。2010年 7月 23日在浙江温州境内发生 

两列高速运行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发生后，浙江省，国家民政 

部启动应急预案；浙江省，温州市派出大量医务人员组成救护 

团队并赴事故现场，对有生还希望的伤员进行紧急救护。被 

救护的伤员构成内P_信息(z) ，{2F是被救护伤员具有的属性 

集合(特征集合)；而且 

(z) 一{ 1，3：2，z3，3：4} (29) 

O／F一{口1，口z，{23，{24，{25，础} (3O) 

式中，a =断肢 =大量失血，∞一昏迷，a 一老人 淌 =儿 

童，{26=妇女。 

在事故现场中，还有众多年轻伤员、列车司机伤员、乘务 

伤员；他们受到死亡威胁，需要对他们实施救护。救护团队对 

救护方案进行调正：对所有具有生还希望的伤员，进行救护； 

式(30)变成 

口== F——{a4， 5，口6}一{口1，口2， 3} (31) 

具有属性集合口F的信息(z) 变成(z)，( )具有属性集合 ， 

而且 

(z)=( )FU{．725，z6， ， 8，z9} 

：= {zl，X2，z3，3：4， 5，z6，X7，3：8，32"9} (32) 

例子的分析 

例子中对断肢、大量失血、昏迷的伤员，不分男、女、老、 

少，一律实施相同的紧急救护，挽救他们的生命 ，使死亡人数 

减少到最低限度。救护方案调整后，式(30)中的属性集合 



内删除属性口4，口5，口6；换个说法，a4，口5，口6∈12F被潜藏在式 

(31)中的口内；m，a5，口6在口内不被显露， 变成口。内P_信 

息(z) 被恢复成( )；或者，具有属性(特征)m，az，as的所有 

伤员进行同等救护。利用式(11)：if口 ，then(z) (z)得 

到：式(29)一式(32)满足内 P-推理，式(32)是式(29)的内 P_ 

推理信息恢复，潜藏在 a内的属性 a ，6t5，as在 内 P_推理中被 

发现。利用式(16)得到：( )单依赖于( ) ，(z) (z)；满足 

定理 1、定理 2。利用式(15)得到：式(29)中( ) 生成的内 P_ 

信息恢复圆o 是( )生成的信息单位圆。的一个内一同心圆， 

而且内P_信息恢复系数 7F满足 ≤ 式(30)、式(31)中的 

~t
F
，a满足定理 5一定理 8。 

结束语 文献[1，2]提出 P．集合，给出 P_集合的结构 

(XF，xF)；p-集合中的内P_集合 XF、外 P_集合 XF具有一个 

重要特征：内 P-集合 XF内的元素的属性a ∈口F与元素 ∈ 

XF满足：元素 ∈Xr具有属性  ̂ 。例如，给定 XF一{x ， 

2，X3，X4}， ={口1，a2，口3，口4，口5)是 XF的属性集合，Vxi∈ 

XF，xl具有属性口 ， ， 。，口 ，粥；或者，x ∈xF具有属性 5̂_ 

。 如果 蹲 1={ 1，．722，x3，x4，坞，x6}被定义成 的内P_ 

信息恢复，礤 XF_ ，硪  具有属性集合 一{a ，az，a。}； 

则 内的属性a ，a ∈ 被潜藏在a0 内；换个说法，如果 

内的属性a ，∞在正 内被潜藏，不被显露，则 XF被恢复 

成x 。显然，如果 xF是由不完全元素构成的集合，则 

硪  是由完全元素构成的集合；或者，内P-信息恢复给出一 

个利用非完整信息寻找完整信息的方法。外 P_集合 ，F的元 

素的属性a 与元素 ∈xF满足： ∈XF具有属性 ∞̂， 

例子，略。 

本文对内P．信息(z)f的恢复产生的属性潜藏一发现给出 

理论与应用的讨论，如果把本文的结果移植到动态信息智能 

识别中，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应用结果。 

P_集合是一类动态信息特征的数学模型表示；在信息系 

统中还存在另一类动态信息，另一类动态信息中的信息元xl 

具有的属性a 满足 V oti；显然，P_集合不能被应用于另一类动 

态信息特征的研究。2012年，文献[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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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逆 P_集合(in- 

verse packet sets)，2012年，文献[3O]把函数概念引入到逆 P_ 

集合内，改进逆 I)-集合 ，提出函数逆 P-集合(function inverse 

packet sets)。逆 P_集合、函数逆 P_集合能被应用到另一类动 

态信息、另一类动态信息规律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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