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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函数 P_集合(function packet sets)是把函数概念引入到 p-集合(packet sets)内，改进 P_集合得到的，函数 P_ 

集合具有动态特性、规律(函数)特性。函数P_集合是由函数内p-集合SF(function internal packet set sp)与函数外P_ 

集合 SF(function outer packet set SF)构成的函数集合对；或者，(Sr，SF)是函数 P_集合。利用函数内p-集合给出内p- 

信息规律生成概念、内p-信息规律生成的属性定理、内 p-信息规律依赖特征与数据损失定理、内p-信息规律依赖生成 

的信息规律变轨特征，并给 出未知 内p-信息规律依赖 内一挖掘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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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P-sets and Internal—mining of Internal P-information Law Dependence 

ZHAO Shu-li ’ ZHANG Huan-li SHI Kai-qua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 Scienc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Shangqiu 476000，China)。 

Abstract Function P-sets(function packet sets)are obtained by introducing the function concept into and improving p- 

sets(packet sets)，which hav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Function P-sets are a set-pair composed of function internal p- 

set SF(function intemal packet set Sr)and function outer P-set SF(function outer packet set SF)，or(SF，SF)is func— 

tion P-sets．Using function internal P-sets，the paper gave the concept and attribute theorem，the dependence character— 

istic and data 1OSS theorem of internal p-information las generation，the orbital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of information law 

of internal P-information law dependence．At last．the internal-mining of unknown internal P-information laow depend— 

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we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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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函数 P_集合(function packet sets)[ ]是用有限普通函数 

集合 S代替 P_集合 ]中的有限普通元素集合 X，把函数概 

念引入到 P-集合内，改进 P-集合得到的，函数 P_集合具有动 

态特性与规律(函数)特性，在一类动态信息规律研究中得到 

了应用l_1。 ；p-集合在一类动态信息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船]。 

函数 P_集合是由函数内 P_集合 SF(function internal packet 

set SF)与函数外 P_集合 sF(function outer packet set SF)构 

成的函数集合对；或者，(SF，SF)是函数 P_集合。在一定的条 

件下，函数 P_集合被还原成有限普通函数集合 s。函数 P_集 

合具有动态特性，规律特性：给定有限普通函数集合 S，a是 S 

的属性集合；1。若在a内补充属性，a变成af ⋯ 

；则s变成函数内 P_集合SF S0 ⋯ SF；2。若 

在 口内删除属性，a变成a： 毒 ⋯ ；则 S变成函 

数外 P-集合 Sf ⋯ S 。把单依赖“ ”概念引 

入到 1。与2。中，由1。得到：若 ⋯ 毒 1 ，则 sF 

s l ⋯ SF；由2。得到：若 1 ⋯ ，则 

sf ⋯ sL ；或者，SF_ 单依赖于 ， 单依赖 

于s} 。如果把函数内 P_集合 SF定义成内P_信息规律 W 

( ) ，函数外 P_集合 SF定义成外 P_信息规律 训( ) ；则 W 

( )0 单依赖于w(x)f，叫( )f (z)} ；w(x)f单依赖于 

( )0 ，叫( )0 ( )f。“信息规律依赖特性”潜藏在函 

数 P_集合 内，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也未对它进行研究，给 

出它的应用。 

本文给出这样的研究：如果知道内 信息规律 (z)F_ ， 

利用信息规律依赖特性怎样找到(挖掘到)内P_信息规律 W 

(z)}?w(x)f是不被人们事先知道的。如果找到 ( )f，W 

( )}的属性集合af与W( ) 的属性集合 aF_ 之间具有什 

么样的关系?如果删( )F_ 单依赖于w(x)f；或者，训( )} 

( )0 ，则 w(x)f的形状发生变化( ( )f出现变轨)， 

叫(z)}的变轨特征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应用?利用函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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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_集合，给出这些问题的讨论，本文的主要结果：给出内P-信 

息规律生成、内P_信息规律生成的属性定理、内P_信息规律 

依赖特征与数据损失定理、内P_信息规律依赖生成的信息规 

律变轨特征，并给出未知内 P_信息规律依赖内一挖掘及其应 

用 。 

为了便于讨论，方便读者，把函数 P_集合简单地引入到 

本文的第2节内，作为本文讨论的预备知识，函数 P_集合的 

更多特征，见文献[1，2]。 

2 函数 P_集合 

约定 U( )是有限函数论域；V(a)是有限属性论域；S 

(z)一{ (z) ，s(z)2，⋯，s(z) }是 U(z)上的有限函数集合；口 

： {口 ，a2，⋯，啦}是 V(il)上的有限属性集合 ；5(z)，r( )是 

的函数。为了简单，己厂(z)，V(il)，S(z)，r( )分别记作 U，V， 

S，r。 

文献[1，2]给出： 

给定函数集合 S一{Sl，52，⋯， }CU，口={口1，il 一，戳} 

CV是 S的属性集合，称 SF是 S生成的函数内 P_集合(func— 

tion internal packet set)，而且 

SF—S--S一 (1) 

S称作 S的 一函数(元素)删除集合，而且 

S 一{Si l SlES，7(s )= S，7∈ } 

如果 具有的属性集合a 满足 

数 P_集合的一般表达式；I，J是指标集合。 

利用式(1)一式(12)，容易证明： 

定理 1(函数 P_集合第一还原定理) 若 F—F—O，则函 

数 Pf集合被还原成有限函数集合 s；或者， 

(SF，SF) F—o=S (13) 

定理 2(函数 P_集合第二还原定理) 若 F—F一0，则函 

数P_集合被还原成有限函数集合 s；或者， 

{(S ，S )l ∈J，JEJ)F—F—o—S (14) 

命题 1 在动态一静态条件下，函数P_集合是有限函数集 

合 S的一般形式，有限函数集合 S是函数 P_集合的特例。 

命题 2 函数 P-集合的存在依赖于函数集合s的属性集 

合 a内的属性补充与属性删除。 

应当特别指出：式(2)、式(3)、式(5)、式(6)中的 F一{ ̂ ， 

-厂2，⋯， )，F一{1， ，⋯， !)是函数(属性迁移)族；fEF， 

7∈ 是函数(属性)迁移。fEF的特征：对于函数 t∈U，rf 

S，，( )一si ES；对于属性 犀EV，届 a，，(犀)一 ∈a。厂 

∈ 的特征是：对于函数 ∈S，7( )一ri s；对于属性， E 

口，7(啦)一屉 a。fEF，一fEF一更多的概念与意义，见文献[1， 

2]。 

利用第 2节中的概念，第 3节中给出如下。 

(2) 3 P_信息规律生成与它的属性补充-删除特征 

il
F —

aU{ill l厂(届)一啦 Eil，fEF} (3) 

这里：式(3)中，犀EV， 口，fEF把 变成 f(／k)一∞ ∈a， 

SF~O；式(1)中，SF— s1，s2，⋯，Sp}，户≤q，P，qEN 。 

给定函数集合s一{S1，S 一，s }cU，口一{ 1， 2，⋯，m} 

CV是S的属性集合，称s 是s生成的函数外P_集合(func— 

tion outer packet set)，而且 

SF—SUS (4) 

S 称作S的F一函数(元素)补充集合，而且 

S 一{ri I ∈u， S，-厂( )= ∈S，fEF) (5) 

如果 SF具有的属性集合 满足 

口F—a一{辟l7( )一层 a，?eF} (6) 

这里：式(6)中， ，7∈ 把a 变成7(啦)=屉 a，口F≠ ； 

式(4)中，SF一{51，52，⋯， }， r，q，rEN 。 

由SF与s 构成的函数集合对，称作函数集合 S生成的 

函数 P_集合(function packet sets)，而且 

(SF，SF) (7) 

有限函数集合 s称作函数 P_集合(SF，SF)的基集合(基 

础集合)。 

利用式(3)，在 a内不断地补充属性，得到 

⋯  
一  (8) 

由式(8)得到函数内 P_集合： 

SF SF_ ⋯ SF (9) 

利用式(6)，在 a内不断地删除属性，得到： 

毒 l ⋯ (1O) 

由式(1O)得到函数外P_集合： 

Sf ⋯ SF_1 (11) 

利用式(9)，式(11)得到： 

{(SF， )l ∈I，jEJ} (12) 

称{(SF， )l iE I，J∈J}是函数 P_集合的集合对族，它是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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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 给定有限普通函数集合 S一{S ，52，⋯，Sq}，VY 

= {Y“，Y锄，⋯，Y }是 s∈s生成的离散数据集合，称Y是S 

生成的离散数据集合，而且 

一 {Y1，y2，⋯，Y )={∑ 'l’∑ ⋯，墨 ) (15) 

定义 2 称 

，一 塞 X--．Ti 
—n 一1 一 +dn 2 +⋯+n1 +a0 (16) 

是 S生成的信息规律，如果 训(z)是通过 Y生成的数据点 

( 1，Y1)，(z2，Y2)，⋯，( ，Y )插值得到的。 

定义3 叫(z) ，训(z) 分别称作函数内 P_集合 SF、函数 

外P_集合 SF生成的内PL信息规律、外 P_信息规律，而且 

叫(z) 一 一l 一 + 2 一 +⋯+61X+60 (17) 

(z) Cn一1 一 +c 一2z 一 +⋯ +Clz+c0 (18) 

这里：叫( ) 是通过数据点( ， )，(动 ， )，⋯，( ， )由 

式(16)得到的；(z ， )，(392， )，⋯，( ， )是由离散数据 

集合 一{ ， ，⋯， }{耋 ”耋M ⋯，耋 )生成的数 
据点， 是s 生成的离散数据集合。 

(Iz) 是通过数据点(-z ， )，(zz， )，⋯，( ， )由式 

(16)得到的；(∞， )，( z， )，⋯，( ， )是由离散数据集合 

= { ， ，⋯， }一{ M， -z，⋯，蚤∞， }生成的数据 

点， 是SF生成的离散数据集合，户≤q≤r；户，q，rEN 。 

定义4 由内P_信息规律训(z) 与外P-信息规律训(z) 

构成的信息规律对，称作函数 P_集合生成的P_信息规律，而 

且 

(叫(z) ， ( ) ) (19) 

定义 5 称 

{(叫( ) ，训(z) )I ∈I， ∈J} (20) 



是函数 P'集合生成的P_信息规律族。 

由式(15)一式(2O)得到： 

命题3 内 P_信息规律 ( ) 与信息规律 (z)满足 W 

( ) ～ ( )4o。 

命题4 外 P_信息规律 ( ) 与信息规律硼(z)满足 W 

(z) 一w(z)≥O。 

命题5 内P_信息规律训 ) 、信息规律叫( )与外P_信 

息规律 叫(z) 满足叫(z) ≤硼( )≤叫( ) 。 

定理3(内P-信息规律生成与属性补充定理) (z) 是 

s 生成的内P_信息规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属性集合 

≠D，S的属性集合 ， 的属性集合a 与 满足 

G
F 一
口U△ (21) 

证明： ( ) 是S 生成的内P_信息规律， ( ) 与s 具 

有相同的属性集合a ；叫( )是 S生成的信息规律，训( )与s 

具有相同的属性集合a。1。由式(1)一式(3)，式(16)，式(17) 

得到：SF的属性集合a 与S的属性集合a满足a F；或者W 

(z) 的属性集合口 与叫(z)的属性集合a满足口 O；F；显然存 

在属性集合 ≠ ， 一 一a；或者，OtF—aU 。2。给定属 

性集合口，12F，a 口F；显然存在属性集合 ≠0，aU Aa= F；若 

口，a 分别是 ( )， ( ) 的属性集合，由式(1)一式(3)，式 

(16)，式(17)得到： (z) 是S 生成的内PL信息规律，叫(z) 

是 S生成的信息规律；由1。与2。，得到定理3。 

定理4(Pb p-信息规律生成与属性删除定理) ( ) 是 

S 生成的外 P_信息规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属性集合 a 

≠ ，S的属性集合a，SF的属性集合 口 与 满足 

：口一 口 (22) 

定理 4的证明与定理 3类似，证明略。 

由定理3、定理4直接得到： 

定理5(P-信息规律生成与属性补充一删除定理) 若(硼 

( ) ，叫(z) )是(SF，SF)生成的P_信息规律，则存在属性集 

合(Aa， a)≠D，(SF，SF)的属性集合(aF， )与(aa， a)满 

足 

(口 一 )一( U 口)一O (23) 

这里 ：式(23)表示： 一 ≠D；( ，Va)≠0表示：△口≠ ， 

a≠D。 

由定理 3一定理 5分别得到： 

推论 1 若{ (z) 1 i∈I)是 SF生成的内P-信息规律族， 

则 

叫( )f=min(w(x)~) (24) 

的属性集合 满足 

~max( ) (25) 

推论2 若{w(x)f J ∈J}是 SF生成的外 P_信息规律 

族，则 

训( ) 一max(w(x)f) (26) 

的属性集合 满足 

=min( ) (27) 

推论3 {(叫( ) ，叫( )_『)l ∈I,j∈ )中，存在 (z) ， 

叫(z) ；叫(z)f具有最大属性集合a ，叫(z) 具有最小属性 

集合 。 

图1给出内FL信息规律 、外P_信息规律 、信息 

规律 的直观表示； ， z) ，．【￡．I(z)用折线表示。 

利用第 2节，第 3节中的概念，第 4节一第 5节中给出内 

P_信息规律依赖、内P_信息规律依赖变轨与未知内 P_信息规 

律依赖挖掘的应用。 

甜( ) ( ， ( ) 

”(-z)是S生成的信息规律，∞(z)具有属性集合a， (z)用实线表示} 

u，(z) 是 s 生成的内P_信息规律，u z) 具有属性集合 a ，a a ， 

u z) 是s 生成的外P_信息规律，w(x)f具有属性集合 ，巧 } 
(z) ， (z) 用虚线表示。 

图 1 

4 内P．信息规律依赖与依赖性定理 

定义6 称内P_信息规律 叫( ) 单依赖于 (z)F- ，记 

作 

硼( )F上1=》叫( )f (28) 

如果生成 ( )}， ( ) 的函数内P_集合 SF， + 满足 

SF+1 SF (29) 

定义 7 称内P_信息规律 础( )}双依赖于 ( ) ，记 

作 

w(z) 1车=} ( )f (3O) 

如果生成 ( )f，叫( ) 的函数内P_集合 SF，SF+ 满足 

SF+ ∞SF (31) 

这里：式(29)，式(31)中，“ ”与“ ”等价；“∞”与“一”等价； 

“单依赖 ”，“双依赖 ”取自数理逻辑。为了简化，符号的统 

一 ，又不引起误解和混乱，式(28)，式(30)中分别取与式(29)， 

式(31)中相同的记号；在式(28)中，“ ”与“≤”等价，式(3O) 

中，“ ”与“一”等价。 

定义8 称 叫(z)}≠o是训( )f单依赖于训( ) 生 

成的单依赖损失，如果 (z) 与 ( )}满足 

叫( )}一 ( ) 1一 ( )f (32) 

由定义 6一定义 8得到： 

定理6(内P_信息规律单依赖辨识定理) 若内P_信息规 

律 例(z)f单依赖于伽(z) ，则 

IDE(w(x) 1， (z)}) (33) 

定理7(内P_信息规律双依赖不可辨识定理) 若内P．信 

息规律 叫( )f双依赖于叫(z) ，则 

UNI(w(x) 1，叫( )}) (34) 

这里：式(33)，式(34)中，II)E=identification，UNI=unidenti— 

fication。 

定理8(内P_信息规律单依赖一双依赖定理) 若内P_信 

息规律 (z) 与叫(z)F． 满足 

训( ) 1=>叫( )} (35) 

则存在单依赖损失 (z) ≠0，( ( )}～ 训( )f)双依赖 

于 ( )F+1；或者 

硼( )F_1车 (叫( )}一 叫(z)f) (36) 

定理 6一定理 8是直接的结果，它们的证明，略。 

定理9(内P_信息规律单依赖数据损失定理) 内P_信息 

规律叫(z) 单依赖于W(z) 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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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 ， 与 满足 
一  一  (37) 

式中， 是7．22( )}单依赖于w( )F十 生成的数据损失集 

合。 

这里：式(37)中， = 一 一{ 一 ，正z一 

， ⋯ ， ～  )，V r∈(1，2，⋯， )，正 一 1lr≠0； 

， 分别是生成 w( )}，叫(z)F+ 的数据集合。 

证明：1。给定内P_信息规律 ( ) ， ( ) ； ( )}单 

依赖于叫( ) ；或者， (z)FI 叫( )}；由图1直接得到：训 

( ) ≤训 )f。对叫(z)}，训( ) 离散得到数据集合： 
一 {五 ， ⋯， }， 一{正 ， ，⋯， )，则有 

V夕∈(1，2，⋯， )， ，p≤ ，p；存在 直 ≠o， 一 1，p 
—  扼 ；或者， 一 一正 。2。给定数据集合 ，正 ， 

≠0，满足 一 一正 ；或者， ≤ ；或者， 

V ，p≤ p，正  ，p∈ ， ∈ ，pE(1，2，⋯， )；利用 

式(16)，式(17)与 正  ， 分别得到： (z) 1， (z)f；硼 

(z)FT ，叫(z)}分别是 ， 生成的内P_信息规律，而且 

(z) ≤ (z) ；或者， (z) 1 硼( )}；叫(z) 单依赖于 

(z)5 ；由1o与2。得到定理9。 

利用式(28)一式(37)与式(21)容易得到： 

推论4 若 训( )￡单依赖于训( )F十 、叫(z) 

( )f，则存在属性集合 ≠O，例(z)f的属性集合a 、础 

(z)F+ 的属性集合出 与△ 满足 

(afU )一 =0 (38) 

推论5 若 训( )}双依赖于 (z) 伽(z) 甘 

(z)}；则叫(z)}的属性集合af与 (z) 的属性集合aF+ 满 

足 

～ 出  ：0 (39) 

推论6 若叫(z) ，u，( ) ∈{硼(z) I ∈I}，r< ，则 

叫(z)} W(z) (4o) 

这里：式(4o)中的删( ) ，叫( ) 分别是式(24)的表示。 

推论7 若硼( ) ， (z) ∈{ (z)ffiE }， (z) =>叫 

( ) ；则硼( )f的属性集合 f，w(32),F的属性集合a 满足 
一 U口 (41) 

诉F：n口 (42) 

定理 10(内 信息规律单依赖链一属性单依赖链定理) 

若叫(z) ，叫(z) ，叫(z)}∈{叫(z) l ∈T}构成单依赖链，而 

且 

叫(z)f=>W(z) =>叫(z) (43) 

则训( )}的属性集合af， ( ) 的属性集合a'『与w(x)r的 

属性集合a 构成与即( )} W( ) 叫(z) 相反的属性单 

依赖链，而且 

=> (44) 

推论8 若硼(z) ，训( ) ，叫( )￡∈{叫(z) l ∈I)，而且 

叫(z)}= 硼(z) =>叫(z) (45) 

则单依赖损失vw(32)[，vw(x)f满足 

Vw(x) => 叫(z) (46) 

这里：式(46)中， 训(z) 是训( ) 单依赖于训( )￡生成的 

单依赖损失， ( ) 是叫(z) 单依赖于训(32)7生成的单 

依赖损失。 

利用第 3节、第4节中给出的讨论与结果，第 5节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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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5 内P-信息规律依赖生成的信息规律变轨与未知 

内P 信息规律依赖挖掘-发现 

5．1 信息规律变轨直观表示与信息规律变轨特征 

数学中，函数叫(z)是一条曲线(连续曲线或者离散曲线 

(折线))，信息科学与信息系统中，函数 ( )被定义成信息规 

律叫( )_1’。 ；图2给出信息规律 叫( )的变轨的直观表示。 

( )， ( 

一 {yl，yz，⋯， }是函数集合 S的离散数据集合，Y生成信息规律∞ 

(_z)(折线)，a一{ 1， 2，⋯， )是 (z)的属性集合。 一{ ， ，⋯． 

)是函数内 p-集合 的离散数据集合 ， 生成内 p-信息规律 ” 

(z) (折线)， 一{a1， 2，⋯，破，ak+l，⋯，a }是 ∞(-z) 的属性集合。 

在 ，加上， ( )与 (-z) 重合；在 ，6]上， ( ) ≤ (z)；”( ) 

是 (z)在 点的变轨；在 点̂，口内被补充属性， 生成aF，a 。 

图 2 

由图2直接得到： 

命题6 (z)f是 ( )在 ，6]上的变轨，必有V ∈ ， 

6]，Yl一 ≥o。这里：yl∈ ， ∈ ；i=2， +1，⋯，b。 

命题7 叫(z)}是 (z)在 ， 上的变轨，则叫(z)} 

( )。 

命题8 vw(x)是[ ，6]上 ( )单依赖于 (z)}生成 

的单依赖损失，训 )f一定是w(32)的变轨。 

命题9 叫( )f是叫(z)在[ ，6]上的变轨，一定存在单 

依赖损失vw(x)≥0。 

5．2 未知内一P信息规律依赖挖掘一发现应用 

本节例子取自风险投资利润规律估计，例子中的利润数 

据取自福建省龙岩市某国际投资集团公司X一{32 ，322：'2，X3， 

324，z5，z6，勋)2010--2011年的利润年报，V ∈X是 X 的子 

公司， =1，2，3，4，5，6，7；a一{口1，口2，a3，a4}是x的市场属性 

(市场特征)。因为商业秘密原因，例子中x，a的名称，略；例 

子中 2010--2011年的利润数据已做了标准化 ，它们分别列入 

表 1、表 2；为了简单、直观，2010、2011年利润数据生成的利 

润规律用折线表示。 

表 1 集团公司X2010年 1月一6月利润值分布，口一{m，口2，a3， 

}是 X的市场属性集合 

k 1 2 3 4 5 6 

y 1．21 1．34 1．46 1．87 1．68 1．52 

表 2 集团公司 X 2011年 1月一6月利润值分布， 一aU 

{ ， )是 X 的市场属性集合 

k 1 2 3 4 5 6 

这里：表 1中， ={ 1， 2， 3，弘， 5， 6)一{1．21，1．34，1．46， 

1．87，1．68，1．52}是X在 2010年 1月一6月的利润值；表 2 

中 一{ ， ， ， ， ， }一{1．21，1．34，1．04，1．30， 

1．17，1．38)是 XF在 2011年 1月一6月的利润值 ；V丑∈X 



(或者，Vxi∈XF)的利润值，略。 

7 7 7 7 

∑ ，3，∑ ，4，∑yi，5，∑ ．6}。 
t— l ￡ l z— l l一 1 

Ⅱ，(z)． ( ) 

7 7 

表1中 ={暑 ， ， ∞，2， 
t一 1 t一 1 

集团公司 x2010年 1月--6月的利润信息折线规律 w(z)，X具有属 

性集合口，w(z)用实线表示；集团公司X 2011年 1月--6月的利润信 

息折线规律 ∞( F，x 具有属性集合 a ；∞(z) 用虚线表示。W(z) 

在 k=2出现变轨， z)变成w(x)F 

图3 

图3给出直接结论：在离散区间[2，6]上，叫(z)生成变 

轨，硼(z)与 ( ) 满足 w(z) ( )；在 ={ ， )≠0 

条件下， (z) 从训(z)内被挖掘一发现；在血一D的条件下， 

训( ) 被潜藏在 ( )内。 

例子实证分析与认证 

八 2008年年底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投资利 

润危害具有惰性与滞后性，集团公司x在 2009年的利润分 

布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因为 2009年的投资合同在 

2008年已被签约，利润依约定支付。 

B金融危机持续发作 ，突发性的市场特征(市场属性) 

= “产品订单被取消”， ：“结算货币贬值”随机生成，稳定 

的市场属性集合a遭到 ，Jg2的入侵攻击，a变成a ，a 一 

aU =口U{ ， }；在 口F存在的条件下，子公司 xz，如 相继 

被关闭(资不抵债)，集团公司x变成 XF=x一{ z， 。}一 

{z ，x3， ，x5，z7}；集团公司 X在 2011年 1月一6月的利润 

信息规律训(z)在 k一2出现变轨，删(z)变成 叫( ) ，训( ) 

≤ ( )。A与B的结论与集团公司x的利润年报相吻合。 

在 忌一1，2； (z)与 叫(z) 满足叫(z)一叫( ) ；或者 w( )与 

训(z) 重合是因为卢 ， 人侵 a内，利润规律下跌具有滞后 

性 ，不被立即表现。 

C因为 一{ ， )≠0；X的属性集合a， 的属性集 

合口 与 满足定理3；从图3中得到： ( )与 (z) 满足定 

理 6，而且 z) 例(z)；从图 3中得到：忌≥2，存在数据集合 

；y， 与 满足定理 9；在a 口F与 忌≥2的条件下，w 

(z) 从 z)内被挖掘一发现 ，而且 (z) 训( )；从图 3中还 

得到：在离散区间[2，6]上，叫( )与vXx) 满足命题6一命题 9。 

折线利润信息规律 )， z) 与x出具的利润年报相吻合。 

结束语 P_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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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的，P_集合被应用到一类信息 

系统中的动态信息特性与应用研究中[4 ；因为我们遇到的 

信息具有动态特性的居多，例如，机器人对于运动目标的识 

别，运动的目标就是一个动态信息。P_集合不能应用于运动 

目标的运动轨迹(规律)特征与应用研究中，基于这个事实，把 

函数概念引入到 P_集合 内，改进 P_集合，提出函数 P_集合。 

区间(连续，或者离散)[n， 上的函数(连续，或者离散)是[n， 

6]上的一个规律(连续，或者离散)。本文利用函数 P_集合的 

结构与依赖概念交叉给出内P_信息规律依赖内一挖掘、信息规 

律变轨概念、内P_信息规律依赖内一挖掘的应用。函数 P_集 

合是研究动态信息规律(轨迹)特性与应用的一个新方法、新 

模型。信息规律变轨是函数P_集合的一个重要应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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