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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概念格的属性约简理论和命题逻辑系统中命题集的约简理论似乎是独立发展的两个研究分支 ,本文在

二值命题逻辑中引入由命题集Γ所诱导的形式背景的概念 ,并基于此建立了概念格 ;在二值命题逻辑中提出了命题

集Γ的约简理论 ,即在保持Γ推理能力不变的前提下对Γ中的成员进行约简 ;运用概念格的方法从Γ及其子集的关

系出发给出了Γ约简的判定定理以及求Γ约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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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ttribute reduction theory and theΓ2reduction theory in propositional logic arose in two rather different fields . In

this paper ,by introducing the formal context induced byΓ,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re investigated , then the concept

lattices are built based on the formal context induced byΓ.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the theory ofΓ2reduction

in two2valued propositional logic ,which is the minimal set Γ0 ΑΓ such that D (Γ0) = D (Γ) . Several ways to determine theΓ2re2
duction are studied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Γ and their subsets ; an algorithm to explore the reduction by concept

lattice theory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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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命题逻辑中 ,如果给定命题集Γ,用 D (Γ) 表示全

体Γ结论之集 , D (Γ) 的复杂程度跟Γ有着密切的关系 ,

因此在计算 D (Γ) 之前先对Γ集进行约简 ,即删掉Γ集

中的在计算 D (Γ) 时无用的公式就显得十分必要. 文献

[1 ]中就此进行了讨论. 对Γ集进行约简时 ,一种思路就

是从语构的角度出发判断一个公式 A 是否属于 D (Γ-

{ A}) ,如果 A 属于D (Γ- { A}) . 则从Γ中删掉 A 就不会

影响 D (Γ) 的结构 ,如果 A 不属于 D (Γ- { A}) ,则不能

通过计算 D (Γ- { A}) 来计算 D (Γ) . 例如在二值命题逻

辑中 ,Γ= { A1 , A2 , A1 →A2} ,因为由 A1 和 A1 →A2 运用

MP规则就可以推出 A2 ,则 D (Γ) = D (Γ0) ,其中Γ0 =

{ A1 , A1 →A2} ,因此在计算 D (Γ) 时我们只需计算 D (Γ0)

即可. 但是我们知道 ,即使一个含有很少个公式的Γ

集 , D (Γ) 可能含有很多甚至是无限多个公式 ,因此要从

语构方面通过上述方法判断 A 是否属于 D (Γ- { A}) 常

常是很不方便的.

概念格理论是 R. Wille 于 1982 年提出的[2 ] ,最近 ,

关于概念格约简及应用方面的文章也有出现[3 ,4 ] . 本文

尝试从逻辑语义的角度出发 ,利用概念格的方法在二值

命题逻辑系统中建立了有限命题集Γ的约简理论. 由

于在二值命题逻辑中语义与语构是和谐的 ,即有完备性

定理成立 ,因此自然可以导出语构上相应的结论. 这种

思想的特点在于它不借助于结论集 D (Γ) 而直接从Γ

与Γ子集的关系出发来判断哪些公式在计算 D (Γ) 时

是多余的.

2 　二值命题逻辑 L 与概念格

　　首先 ,我们简要给出二值命题逻辑L 的语构和语义

理论.

定义 1[5 ,6] 　设 S = { p1 , p2 , ⋯} ,作 F( S) 如下 :

(1) p1 , p2 , ⋯∈F( S) ;

(2) 若 A , B ∈F( S) ,则┐A , A →B ∈F(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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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 S) 中的元都可以通过 (1) 与 (2) 而得到.

F( S) 是 S 生成的┐, →型自由代数. S 中的元叫原

子命题或者原子公式 , F( S) 中的元叫命题或者公式.

定义 2[5 ,6 ] 　形式系统L 的一个证明是一个有限的

公式序列 A1 , A2 , ⋯, An ,这里对每个 Ai ( i ≤n) , Ai 是公

理 ,或者存在 j , k < i 使得Ai 是由Aj 和Ak 使用 MP 推得

的结果. 上述证明叫做公式 An 的证明 , An 叫做定理 ,记

做├An .

定义 3[5 ,6 ] 　设Γ< F( S) . 从Γ的推演是一个公式

序列 A1 , A2 , ⋯, An ,这里对每个 Ai ( i ≤n) , Ai 是公理 ,

或者存在 j , k < i 使得 Ai 是由 Aj 与 Ak 使用 MP 推得的

结果. An 叫做Γ2结论 ,或Γ推出 An ,记做Γ├An .

记 D(Γ) = { A ∈F( S) |Γ├A} ,若 D(Γ) ≠F( S) ,则

称Γ是相容的命题集.

定义 4[5 ,6 ] 　设 v : F ( S ) →{ 0 , 1} 为映射 , 若 v 是
( ┐, →) 型同态 ,即 v ( ┐A) = ┐v ( A) , v ( A →B) = v ( A)

→v ( B) ,则称 v 为 F( S) 的赋值 , v ( A) 也叫公式 A 的赋

值. F( S) 的全体赋值之集记为Ω.

定义 5[5 ,6 ] 　设 A ∈F( S) ,若对每个赋值 v ∈Ω都

有 v ( A) = 1 ,则称 A 为重言式. 若每个赋值 v ∈Ω都有

v ( A) = 0 ,则称 A 为矛盾式. A 为重言式也记为 5 A.

在二值命题逻辑中有下面的完备性定理成立 :

命题 1[5 ,6 ] 　系统L 中的公式 A 是定理当且仅当 A

是重言式. 即├A 当且仅当 5 A.

设Γ< F( S) , A ∈F( S) ,如果当 v (Γ) = ∧{ v ( B) |

B ∈T} = 1 时有 v ( A) = 1 ,则称Γ是 A 的模型 ,记作Γ5
A. 则应用完备性定理易证以下命题成立 :

命题 2[5 ] 　Γ< F( S) ,Γ有限 , A ∈F( S) ,则
Γ├A 当且仅当Γ5 A

概念格是基于 Galois 联络在对象与属性为二元关

系的情况下建立的一种概念层次结构 ,下面我们给出

关于概念格的基本知识.

定义 6[7 ] 　设 ( G, M , I) 是一个形式背景 ,其中 G =

{ o1 , o2 , ⋯, on}为对象集 ,每个 oi ( i ≤n) 称为一个对象 ;

M = { k1 , k2 , ⋯, km}为属性集 ,每个 kj ( j ≤m) 称为一个

属性 ; I 为 G和 M 之间的二元关系 , I < G×M. 若 ( o , k)

∈I ,则称对象 o 具有属性 k ,记为 oIk .

对于形式背景 ( G, M , I) ,在对象集 A < G 和属性

集 B < M 上分别定义运算

f ( A) = { k ∈M| Π o ∈A , oIk}

h ( B) = { o ∈G| Π k ∈B , oIk}

定义 7[7 ] 　设 ( G, M , I) 为形式背景 ,如果一个二元

组 ( A , B) 满足 f ( A) = B 且 h ( B) = A ,则称为一个形式

概念 ,简称概念. 其中 A 称为概念的外延 , B 称为概念

的内涵. 用 L ( G, M , I) 表示形式背景 ( G, M , I) 上的全

体概念 ,定义

( A1 , B1) ≤( A2 , B2) Ζ A1 Α A2 ( B1 Β B2)

则≤是 L ( G, M , I) 上的偏序关系.

若 ( A1 , B1) , ( A2 , B2) 是概念 ,则
( A1 , B1) ∧( A2 , B2) = ( A1 ∩A2 , f h ( B1 ∪B2) )

( A1 , B1) ∨( A2 , B2) = ( f h ( A1 ∪A2) , B1 ∩B2)

也是概念 ,从而 , L ( G, M , I) 构成格.

3 　有限命题集Γ所诱导的形式背景及Γ约简的定

义

　　设命题集Γ= { A1 , A2 , ⋯, An} 共含有 m 个原子公

式 ,不妨设为 p1 , p2 , ⋯, pm ,令ΩΓ= { v ∈Ω| 存在 Ai ∈Γ,

v ( Ai) = 1 , v ( pm + k) = 0 , k = 1 ,2 , ⋯} ,则ΩΓ中的元素可

以写成 m 维向量且ΩΓ 中至多含有 2 m 个元素. 定义

vIAi 当且仅当 v ( Ai) = 1 ,则 (ΩΓ ,Γ, I) 构成形式背景 ,称

由Γ所诱导的形式背景.

定义 8 　设Γ< F( S) . 对于由Γ所诱导的形式背景
(ΩΓ ,Γ, I) ,在对象集 P ΑΩΓ和属性集 Q ΑΓ上定义运

算如下

f ( P) = { Ai ∈Γ| Π v ∈P , v ( Ai) = 1}

h ( Q) = { v ∈ΩΓ| ΠAi ∈Q , v ( Ai) = 1}

则易证如下命题成立 :

定理 1 　映射 f , h 形成ΩΓ和Γ之间的 Galois 联络 ,

即对任意 P , P1 , P2 ΑΩΓ , Q , Q1 , Q2 ΑΓ都有 :

(1) 如果 P1 Α P2 ,则 f ( P1) Β f ( P2) ;

(2) P Α hf ( P) ;

(3) 如果 Q1 Α Q2 ,则 h ( Q1) Β h( Q2) ;

(4) Q Α f h ( Q) .

在 (ΩΓ ,Γ, I) 中 ,易证如下命题成立

定理 2 　设Γ= { A1 , A2 , ⋯, An} Α F( S) ,在 (ΩΓ ,Γ,

I) 中 ,Γ为相容命题集当且仅当存在 v ∈ΩΓ使得 v (Γ)

= 1 ,即 h(Γ) = Á .

例 1 　设Γ= { p1 , p2 →p3 , ( p1 →p2) →p3 , ┐p2 , ( ┐

p2 →p3) ∧( p3 →┐p2 ) , p2 →p1 ∧┐p3 } = { A1 , A2 , ⋯,

A6} ,则由Γ所诱导的形式背景 (ΩΓ ,Γ, I) 如下 :

表 1 　Γ所诱导的形式背景 (ΩΓ,Γ, I)

I A1 A2 A3 A4 A5 A6

v1 (0 ,0 ,0) 0 1 0 1 0 1

v2 (1 ,0 ,0) 1 1 1 1 0 1

v3 (0 ,1 ,0) 0 0 0 0 1 0

v4 (0 ,0 ,1) 0 1 1 1 1 1

v5 (1 ,1 ,0) 1 0 0 0 1 1

v6 (1 ,0 ,1) 1 1 1 1 1 1

v7 (0 ,1 ,1) 0 1 1 0 0 0

v8 (1 ,1 ,1) 1 1 1 0 0 0

　　在此形式背景中 F ({ v1 , v2 } ) = { A2 , A4 , A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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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v2 , v4 , v6} ) = { A2 , A3 , A4 , A6} , f (ΩΓ) = Á ; h ({ A2 ,

A4 , A6} ) = { v1 , v2 , v4 , v6} , h ({ A2 , A3 , A4 , A6} ) = { v2 , v4 ,

v6} , h (Γ) = { v6} .

由定义 5、命题 1 和定义 8 易证如下结论成立 :

定理 3 　设Γ< F ( S) , A ∈F ( S) , 若Γ├A , 则在
(ΩΓ∪{ A} ,Γ∪{ A} , IΓ∪{ A} ) 中 , h (Γ) Α h({ A} ) .

命题集Γ的约简就是在保证Γ的推理能力不变
(即 D(Γ) 不变) 的情况下对Γ进行约简 ,即删去Γ中的

不必要公式. 因为不相容的命题集在实际推理过程中

对我们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因此下面我们要讨论的Γ

为有限相容的命题集 ,即在形式背景 (ΩΓ ,Γ, I) 中 ,存在

v ∈ΩΓ使得 v (Γ) = 1 .

下面我们给出命题集Γ约简的定义.

定义 9 　设Γ0 ΑΓ,若 D (Γ0) = D (Γ) ,则称Γ0 为Γ

的协调集 ,若进一步 , ΠA ∈Γ0 , D (Γ0 - { A} ) ≠D (Γ) 则

称Γ0 为Γ的一个约简.

定义 10 　设命题集Γ的所有约简为{Γi |Γi 为约

简 , i ∈τ} (τ为指标集) ,可将Γ中的公式分为
(1) 必要公式 A :A ∈∩

i ∈τ
Γi ;

(2) 不必要公式 B : B ∈Γ- ∩
i ∈τ
Γi ;

显然 ,如果 A 为不必要公式 ,则Γ- { A}为协调集.

由定义 9 立即可得如下结论

定理 4 　有限命题集Γ的约简一定存在.

例 2 　对于例 1 所给出的命题集Γ而言 , v6 (Γ) =

1 ,因此Γ相容. 容易验证Γ1 = { A1 , A2 , A5} ,Γ2 = { A1 ,

A3 , A5} ,Γ3 = ( A1 , A4 , A5) 均为Γ的约简 ,其中{ A1 , A5}

为必要公式 , A2 , A3 , A4 , A6 为不必要公式.

4 　Γ集约简的判定及性质

　　如前所述 ,命题集Γ的约简实际上是Γ的一个极

小的协调集 ,因此 ,为了求Γ的约简 ,首先要给出协调

集的判定定理. 本节正是基于由命题集Γ所诱导的形

式背景 (ΩΓ ,Γ, I) 利用概念格的方法给出Γ约简的几个

判定定理.

定理 5 　Γ0 ΑΓ为Γ的协调集当且仅当在 (ΩΓ ,Γ,

I) 中 , h (Γ0) = h(Γ) .

证明　必要性. 若Γ0 ΑΓ为Γ的协调集 ,因Γ0 ΑΓ,

所以 h(Γ0) Β h(Γ) . 下证 h (Γ0) Α h (Γ) . ΠA ∈Γ,由Γ0

是Γ的协调集知 A ∈D(Γ0) ,因为 ,Γ0 ├A ,所以Γ0 5 A.

即 h(Γ0) Α h ({ A} ) ,所以 h (Γ0) Α ∩
A ∈Γ

h ({ A} ) = h (Γ) .

因此 , h (Γ0) = h(Γ) .

充分性. 设 h(Γ0) = h (Γ) ,下证 D (Γ0) = D (Γ) . 由
Γ0 ΑΓ知 D(Γ0) Α D (Γ) . 因此只需证明 D (Γ0) Β D (Γ)

即可. ΠA ∈D(Γ) . 由完备性定理知Γ5 A ,因为 h (Γ0)

= h (Γ) ,所以 v (Γ) = 1 当且仅当 v (Γ0) = 1 ,由Γ5 A 的

定义可知Γ0 5 A , 故有Γ0 ├A. 所以 A ∈D (Γ0) . 即 D

(Γ0) = D(Γ) ,所以Γ0 为Γ的协调集.

定理 6 　Γ0 ΑΓ为Γ的协调集当且仅当在 (ΩΓ ,Γ,

I) 中 , h (Γ0) Α h (Γ- Γ0) .

证明　必要性. 若Γ0 ΑΓ为Γ的协调集 ,由定理 5

知 h(Γ0) = h (Γ) . 又因为Γ- Γ0 ΑΓ,所以 h (Γ0) = h (Γ)

Α h(Γ- Γ0) .

充分性. 若 h (Γ0) Α h(Γ- Γ0) ,则 h(Γ) = h(Γ0 ∪(Γ

- Γ0) ) = h(Γ0) ∩h(Γ- Γ0) = h(Γ0) . 因此 ,Γ0 为Γ的协

调集.

定理 7 　设Γ0 为Γ的协调集 ,则Γ0 为约简当且仅

当在 (ΩΓ
0

,Γ0 , IΓ
0
) 中 , ΠA ∈Γ0 , ϖ v ∈ΩΓ

0
,使得 v ( A) = 0

且 v (Γ0 - { A} ) = 1 .

证明　必要性. 若Γ0 ΑΓ为Γ的约简 ,则 ΠA ∈Γ0 ,

D(Γ0 - { A} ) ≠D (Γ0) 所以 A | D (Γ0 - { A} ) ,由完备性

定理知Γ0 - { A} | ≠A 所以 ϖ v ∈ΩΓ
0
,使得 v ( A) = 0 且

v (Г0 - { A} ) = 1 .

充分性. 若在 (ΩΓ
0

,Γ0 , IΓ
0
) 中 , ΠA ∈Γ0 , ϖ v ∈ΩΓ

0
使

得 v ( A) = 0 且 v (Γ0 - { A} ) = 1 ,则Γ0 - { A} | ≠A ,由完

备性定理知 A | D (Γ0 - { A} ) ,又Γ0 为Γ的协调集 ,所

以Γ0 为Γ的约简.

定理 8 　设Γ0 为Γ的协调集 ,则Γ0 为约简当且仅

当在形式背景 (ΩΓ
0

,Γ0 , IΓ
0
) 中 Π Q ΑΓ0 , Q = f h ( Q) .

证明　必要性. 如果Γ0 是约简 ,显然是协调集. 若

存在 Q ΑΓ0 ,使得 Q < f h ( Q) ,则 ΠA ∈f h ( Q) - Q ,如果

v ( Q) = 1 ,则 v ( A) = 1 ,所以 Q 5 A 这与Γ0 是约简矛盾.

因此 Π Q ΑΓ0 , Q = f h ( Q) .

充分性. 首先Γ0 为Γ的协调集 ,其次 , ΠA ∈Γ0 ,令

Q =Γ0 - { A} ,则由 Q = f h ( Q) 知 A | f h ( Q) ,所以 A | D

(Γ0 - { A} ) ,从而 Q =Γ0 - { A}不是协调集 ,所以Γ0 为Γ

的约简.

定理 9 　设Γ0 为Γ的协调集 ,则Γ0 为约简当且仅

当 L (ΩΓ
0

,Γ0 , IΓ
0
) µ2Γ0为布尔代数.

证明　必要性. 若Γ0 为Γ的约简 ,则 Π ( P , Q) ∈

L (ΩΓ
0

,Γ0 , IΓ
0
) . 令φ: ( P , Q) →Q ,显然 ,φ为 L (ΩΓ

0
,Γ0 ,

IΓ
0
) 到 2Γ0上的单射. 下证φ为满射 ,只需证 Π Q ∈2Γ0 ,

( h ( Q) , Q) ∈L (ΩΓ
0

,Γ0 , IΓ
0
) 即可. 因为Γ0 为约简 ,由定

理 8 知在形式背景 (ΩΓ
0

,Γ0 , IΓ
0
) 中 Q = f h ( Q) . 因此 ( h

( Q) , Q) ∈L (ΩΓ
0

,Γ0 , IΓ
0
) ,所以φ为双射 ,即 L (ΩΓ

0
,Γ0 ,

IΓ
0
) µ2Γ0为布尔代数.

充分性. 欲证Γ0 为约简 , 只需证明在形式背景
(ΩΓ

0
,Γ0 , IΓ

0
) 中 Π Q ΑΓ0 , Q = f h ( Q) . 否则设存在 Q0 Α

Γ0 使得 Q0 < f h ( Q0) ,则在 L (ΩΓ
0

,Γ0 , IΓ
0
) 中不存在以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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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涵的概念. 设φ: ( P , Q) →Q 为L (ΩΓ
0

,Γ0 , IΓ
0
) 到 2Γ0

上的映射 ,显然φ为单射 ,因为在 L (ΩΓ
0

,Γ0 , IΓ
0
) 中不存

在以 Q0 为内涵的概念 ,所以 Q0 没有原像 ,即φ不是满

射 ,所以| L (ΩΓ
0

,Γ0 , IΓ
0
) | < | 2Γ0| ,这与 L (ΩΓ

0
,Γ0 , IΓ

0
) µ

2Γ0矛盾 ,因此Γ0 为约简.

例 3 　设Γ= { p1 , p2 , p1 →p2 , p2 →p1 , p1 ∨p2} ,则
(ΩΓ ,Γ, I) 如表 2 所示 ,由 (ΩΓ ,Γ, I) 所形成的概念如表 3

所示 ,概念格 L (ΩΓ ,Γ, I) 如图 1 所示. 由定理7 和定理 8

容易验证该命题集有四个约简分别是 :Γ1 = { p1 , p2} ,Γ2

= { p1 , p1 →p2} ,Γ3 = { p2 , p2 →p1} ,Γ4 = { p1 →p2 , p2 →

p1 , p1 ∨p2}

表 2 　形式背景 (ΩΓ ,Γ, I)

I p1 p2 p1 →p2 p2 →p1 p1 ∨p2

v1 (0 ,0) 0 0 1 1 0

v2 (0 ,1) 0 1 1 0 1

v3 (1 ,0) 1 0 0 1 1

v4 (1 ,1) 1 1 1 1 1

表 3 　由 (ΩΓ ,Γ, I) 所形成的概念

FC1 　({ v4} ,Γ)

FC2 　({ v1 , v4} ,{ p1 →p2 , p2 →p1} )

FC3 　({ v2 , v4} ,{ p2 , p1 →p2 , p1 ∨p2} )

FC4 　({ v3 , v4} ,{ p1 , p2 →p1 , p1 ∨p2} )

FC5 　({ v1 , v2 , v4} ,{ p1 →p2} )

FC6 　({ v1 , v3 , v4} ,{ p2 →p1} )

FC7 　({ v2 , v3 , v4} ,{ p1 ∨p2} )

FC8 　({ v2 , v2 , v3 , v4} ,{ <} )

以Γ1 = { p1 , p2}为例 ,由形式背景 (ΩΓ
0

,Γ0 , IΓ
0
) 所形成的

概念见表 4 ,对应的概念格 L (ΩΓ
0

,Γ0 , IΓ
0
) 见图 2 .

表 4 　形式背景 (ΩΓ
1

,Γ1 , IΓ
1
) 所形成的概念

FC1′　({ v4} ,{Γ1} )

FC3′　({ v2 , v4} ,{ p2} )

FC4′　({ v3 , v4} ,{ p1} )

FC7′　({ v2 , v3 , v4} ,{ <} )

　　首先可以证明 h(Γi) = h (Γ) ( i = 1 ,2 ,3 ,4) ,其次图
2 所示的格为 4 元布尔代数 ,而Γ1 中包含两个公式 ,由

定理 9 可以知Γ1 为Γ的约简. 虽然 L (ΩΓ ,Γ, I) 也为布
尔代数 ,但是由于Γ含有 5 个公式 ,而图 1 为 8 元布尔
代数 ,因此Γ不是自身的约简. 同理可以验证 , 虽然

L (ΩΓ
4

,Γ4 , IΓ
4
) 也为 8 元布尔代数 ,但是由于Γ4 含有 3

个公式 ,所以Γ4 为Γ的约简.

5 　一种求Γ约简的方法

　　如前所述 ,一个公式要么为必要公式 ,或者为不必

要公式 ,并且如果 A 是Γ的不必要公式 ,则 D(Γ- { A} )

= D(Γ) . 因此为了求Γ的约简 ,我们首先要给出必要公

式和不必要公式的判定定理.

定理 10 　A ∈Γ为必要公式当且仅当存在 v ∈ΩΓ ,

使得 v ( A) = 0 且 v ( A′) = 1 ( A′≠A , A′∈Γ) .

证明　充分性. 令Γ0 =Γ - { A} ,因为 v ( A) = 0 且

v ( A′) = 1 ( A′≠A , A′∈Γ) 则 v (Γ- { A} = 1) ,而 v ( A) =

0 ,所以 h({Γ0} ) ⁄ h ({ A} ) ,则Γ0 不是协调集 ,因此 , A

为必要公式.

必要性. 假设 Π v ∈ΩΓ对于所有满足 v ( A) = 0 ( Π v

∈ΩΓ) 的赋值而言都存在公式 A′( A′≠A , A′∈Γ) 使得 v

( A′) = 0 ,下证 A 为不必要公式. 因为ΩΓ有限 ,不妨设

{ vi1 , vi2 , ⋯, vin} ΑΩΓ 为所有满足 v ( A) = 0 的赋值之

集 ,则存在公式{ Ai1 , Ai2 , ⋯, Ain} ΑΓ- { A} ,满足 vij ( Aij)

= 0 ( j = 1 ,2 , ⋯, n) ,则 h ({Γ- { A} } ) Α h ({ Ai1 , Ai2 , ⋯,

Ain} ) Α h({ A} ) . 由定理 6 知Γ- { A} 为协调集 ,因此 A

为不必要公式.

由定理 10 可知 ,为了求出Γ的一个约简 ,我们可以

按以下步骤进行 :

(1) 给定命题集Γ= { A1 , A2 , ⋯, An} ,设Γ中含有 m

个原子公式 ,根据二值命题逻辑运算规则求出由Γ所

诱导的形式背景 (ΩΓ ,Γ, I) ;

(2) 设Γ0 =Γ,若 A1 为Γ0 的不必要公式 ,即就 A1 而

言 ,对于每个满足 v ( A1) 的赋值 v , 均存在 A′∈Γ0 -

{ A1}满足 v ( A′) = 0 在这种情况下令Γ1 =Γ0 - { A1} ,否

则令Γ1 =Γ0 ;然后考察 A2 ,若 A2 为Γ1 的不必要公式 ,

令Γ2 =Γ1 - { A2} ,否则令Γ2 =Γ1 ,依次进行下去 ,因为Γ

有限 ,所以肯定存在Γl 使得Γl 中的公式全为Γl 的必

要公式 ,此时Γl 就为的一个约简.

例 4 　以例 1 所给的命题集Γ为例 ,由定理 10 和表

1 可知 A1 为Γ的必要公式 ,因此令Γ1 =Γ, A2 为Γ1 的

不必要公式 ,因此令Γ2 =Γ1 - { A2} ,同理 A3 为Γ2 的不

必要公式 ,因此令Γ3 =Γ2 - { A3} , A4 为Γ3 的必要公式 ,

因此令Γ4 =Γ3 ,同理 A5 为Γ4 的必要公式 ,因此令Γ5 =

Γ4 , A6 为Γ5 的不必要公式 , 因此令Γ6 =Γ5 - { A6} =

{ A1 , A4 , A5} ,则Γ6 是一个约简. 如果想要求出Γ的全部

约简只需改变 Ai 的输入次序即可.

6 　结束语

　　本文在二值命题逻辑中利用概念格的方法从语义

1451第 　8 　期 李立峰 :概念格在二值命题逻辑命题集约简中的应用



的角度给出了有限命题集Γ的约简理论 ,并给出了一

种求约简Γ的方法. 我们知道 ,在二值命题逻辑的经典

描述中 ,一个命题集Γ要么是相容的 ,要么是不相容

的. 不相容的命题集都是一样的 ,因为 F ( S) 中的每一

个公式都是其结论 ,但相容的命题集却可以很不一样 ,

为了对命题集再进行细分 ,文献[ 5 ,8 ,9 ]中引入了命题

集的相容度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 ,本文是在保持命

题集相容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命题集Γ进行约简 ,但是

对Γ的一个约简Γ0 而言 ,Γ0 中不同的公式对Γ的相容

度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还可以考虑在与原来

相容度误差很小的范围内对Γ0 再进行约简 ,以及如何

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多值命题逻辑当中 ,这些问题我们

将于另文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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