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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的蕴涵不可约元、有限蕴涵分解元、有限蕴涵分解不可约元的定义，并

研究了它们的结构特征，证明了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中的部分元素可由蕴涵不可约元通过张量积运算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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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智能信息处理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中最重要的研

究方向之一，而为智能信息处理提供一个可靠的逻辑基

础又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１～３］．二十世纪以来，大量
学者做了这方面的研究，ＮＣａｔＨｏ和 ＷＷｅｃｈｌｅｒ于１９９２
年给出了语言变元自然结构范围内的代数方法且定义

了 Ｈｅｄｇｅ代数［４，５］．２００６年，王国俊教授等引入了命题的
诱导函数的概念，建立了程度化的近似推理理论，并提

出了有限逻辑理论的相容度理论［６］．２０１１年，李骏等给
出了 ｎ值 ＳＭＴＬ命题逻辑系统的定义以及公式真度的
积分表达式，同时引入了一种伪距离，得到了三种近似

推理机制［７，８］．２０１３年，基于量子自动机理论的研究，韩
召伟进一步研究了量子自动机的代数与逻辑基础，并研

究了量子无穷正则语言的代数刻画、层次刻画［９］．吴洪
博等于２０１３年在正则 ＦＩ代数中通过蕴涵算子提出了

ＭＴ理想的概念，讨论了正则 ＦＩ代数中 ＭＴ理想与同余
关系的联系［１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徐扬教授将格
这一特殊的代数结构与蕴涵算子结合起来提出了格蕴

涵代数［２，３］，进一步又研究了相关代数结构，譬如：ＬＩ理
想［１１～１５］，滤子［１６～１８］等．在文献［１４］中，赖家俊和徐扬教
授等又提出了 ＷＬＩ理想、ＦＰ滤子、ＦＰＤ滤子等定义，并
研究了许多相关性质．有关代数结构的许多内容，读者
可查阅文献［１９～２７］．秦克云教授等在文献［２８］中给出
了赋范格蕴涵代数、收敛数列和柯西数列的定义，讨论

了它的一些性质．此后，赖家俊等提出了赋范蕴涵满射、
赋范格 Ｈ蕴涵同态、赋范格 Ｈ蕴涵同构以及赋范同构
等定义，讨论了它们的性质，并得到了有关核的两个充

要条件，同时给出了单调有界数列收敛的条件［２９，３０］．
２００６年，徐扬教授提出了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并得到
许多重要性质［３１］．２００７年后，赖家俊讨论了基于语言真
值格蕴涵代数的语言真值格值命题逻辑Ｐ（Ｘ）［３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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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赖家俊在文献［３４］的基础上研究了语言真值
格值命题逻辑系统的推理规则［３１］以及带有广义量词的

语言真值格值逻辑一阶逻辑的推理规则．２０１３年，赖家
俊等讨论了语言真值格值一阶逻辑系统中公式程度

化［３５］．由于格蕴涵代数中的蕴涵算子“→”在不确定性
推理［３６，３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问题的深

入以及应用背景复杂性的增加，考虑不确定性推理算

法的优越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逻辑代数的结构，

对于发展智能信息处理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作为上述研究工作的继续，在语言真值格蕴

涵代数中研究与蕴涵算子有关的元素特征，给出蕴涵

不可约元、有限蕴涵分解元以及有限蕴涵分解不可约

元的定义，讨论它们的性质，进一步通过“”算子探讨
蕴涵不可元生成元的条件．

２ 预备知识

定义１［３１］ 设 ＬＳ＝｛ｂ１，ｂ２｝是一个元语言真值集
合，ｂ１与 ｂ２互为反义词，且 ｂ１≤ｂ２，如 ｂ１＝坏，ｂ２＝好，
或者 ｂ１＝假，ｂ２＝真等．按布尔代数上的运算定义 ＬＳ
上运算，则 ＬＳ是一个格蕴涵代数，称之为元语言格蕴
涵代数．

定义２［３１］ 设 ＭＳ＝｛ａ１，ａ２，…，ａｎ｝，且 ａｉ（ｉ＝１，２，
…，ｎ）是一个修饰元语言真值的修饰词集合，定义 ＭＳ
上的∨，∧，′，→运算如下：ａｉ∨ａｊ＝ａｍａｘ｛ｉ，ｊ｝，ａｉ∧ａｊ＝
ａｍｉｎ｛ｉ，ｊ｝，（ａｉ）′＝ａｎ－ｉ＋１，ａｉ→ａｊ＝ａｍｉｎ｛ｎ－ｉ＋ｊ，ｎ｝，则（ＭＳ，

∨，∧，′，→，ａ１，ａｎ）是一个格蕴涵代数，称之为修饰词
格蕴涵代数．

定义３［３１］ 设 ＭＳ＝｛ａ１，ａ２，…，ａｎ｝为修饰词集合，
ＬＳ＝｛ｂ１，ｂ２｝为元语言真值集合，记 Ｌｎ×２＝｛（ａ１，ｂ１），
（ａ２，ｂ１），…，（ａｎ，ｂ１），（ａ１，ｂ２），（ａ２，ｂ２），…，（ａｎ，ｂ２）｝，
Ｌｎ×２上的的算子定义为：
（ａｉ，ｂｊ）′＝（ａ′ｉ，ｂ′ｊ），
（ａｉ，ｂｊ）→（ａｇ，ｂｈ）＝（ａｉ→ａｇ，ｂｊ→ｂｈ）．
定义映射 ｆ：
ＭＳ×ＬＳ→Ｌｎ×２，

ｆ（（ａｉ，ｂｊ））＝
（ａ′ｉ，ｂｊ）， ｊ＝１
（ａｉ，ｂｊ）， ｊ{ ＝２

则 ｆ是一个同构映射．ＭＳ×ＬＳ上的算子定义如下：
（ａｉ，ｂｊ）′＝ｆ－１（（ｆ（ａｉ，ｂｊ））′），
（ａｉ，ｂｊ）∨（ａｇ，ｂｈ）＝ｆ－１（ｆ（ａｉ，ｂｊ）∨ｆ（ａｇ，ｂｈ）），
（ａｉ，ｂｊ）∧（ａｇ，ｂｈ）＝ｆ－１（ｆ（ａｉ，ｂｊ）∧ｆ（ａｇ，ｂｈ）），
（ａｉ，ｂｊ）→（ａｇ，ｂｈ）＝ｆ－１（ｆ（ａｉ，ｂｊ）→ｆ（ａｇ，ｂｈ））．

则称 ＭＳ×ＬＳ为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简记为Ｌｖ（ｎ×２）．
例１［３１］ 设 Ｌ２＝｛真，假｝，对于任意的 ｘｉ，ｘｊ∈Ｌ２

（ｉ，ｊ＝１，２），定义 Ｌ２的运算为：

真∨假＝真，真∧假＝假，真′＝假，假′＝真，ｘｉ→ｘｊ
＝ｘ′ｉ∨ｘｊ，则（Ｌ２，∨，∧，′，→）是一个元语言格蕴涵代
数；设

Ｌ９＝｛稍微（Ｓｌｉｇｈｔｌｙ）简记为 Ｓｌ｝，
有点（Ｓｏｍｅｗｈａｔ，简记为 Ｓｏ），
有些（Ｒａｔｈｅｒ，简记为 Ｒａ），
几乎（Ａｌｍｏｓｔ，简记为 Ａｌ），
恰好（Ｅｘａｃｔｌｙ，简记为 Ｅｘ），
十分（Ｑｕｉｔｅ，简记为 Ｑｕ），
非常（Ｖｅｒｙ，简记为 Ｖｅ），
极为（Ｈｉｇｈｌｙ，简记为 Ｈｉ），
绝对（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简记为 Ａｂ）｝

为修饰词集合，称

Ｓｌ≤Ｓｏ≤Ｒａ≤Ａｌ≤Ｅｘ≤Ｑｕ≤Ｖｅ≤Ｈｉ≤Ａｂ
上按照ｕｋａｓｉｅｗｉｃｚ蕴涵定义的格蕴涵代数为修饰词格
蕴涵代数．按照定义３的算子定义，则由 Ｌ９与 Ｌ２生成
一个十八元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 Ｌ９×Ｌ２，简记为
Ｌｖ（９×２）．

３ 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中蕴涵不可约元

格蕴涵代数中的蕴涵算子“→”在代数结构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滤子、ＬＩ理想等内容，基于格蕴
涵代数的格值逻辑系统中的推理规则都通过“→”体现
真值的传递．因此针对蕴涵算子“→”研究语言真值格
蕴涵代数中的蕴涵不可约元的理论是有价值的．

定义 ４ 称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 Ｌｖ（ｎ×２）＝
（Ｌｖ（ｎ×２），∨，∧，′，→，Ｏ，Ｉ）中的元（ａｉ，ｂｉ）≠（ａｎ，ｔ）为
蕴涵不可约元（或蕴涵既约元），如果对任意的（ａｊ，ｂｊ）

∈Ｌｖ（ｎ×２），（ａｉ，ｂｉ）满足
（ａｉ，ｂｉ）→（ａｊ，ｂｊ）＝（ａｉ，ｂｉ）
或（ａｉ，ｂｉ）→（ａｊ，ｂｊ）＝（ａｊ，ｂｊ）．

其中 ｉ，ｊ＝１，２，…，ｎ；ｉ，ｊ＝１，２为正整数．
注１ 设 ｘ＝（ａｉ，ｂｉ），ｙ＝（ａｊ，ｂｊ），（ａｉ，ｂｉ）为蕴

涵不可约元，由于

ｘ→ｙ＝（ａｉ，ｂｉ）→（ａｊ，ｂｊ）
＝（ａｉ→Ｌｎ

ａｊ，ｂｉ→Ｌ２
ｂｊ）

＝（ａｍｉｎ｛ｎ－ｉ＋ｊ，ｎ｝，ｂｍｉｎ｛２－ｉ＋ｊ，２｝），
又因（ａｉ，ｂｉ）≠（ａｎ，ｔ），故有
（ａｎ－ｉ＋ｊ，ｂ２－ｉ＋ｊ）＝（ａｉ，ｂｉ）
或（ａｎ－ｉ＋ｊ，ｂ２－ｉ＋ｊ）＝（ａｊ，ｂｊ）．

因此，
ｎ－ｉ＋ｊ＝ｉ
２－ｉ＋ｊ＝ｉ{ 

或
ｎ－ｉ＋ｊ＝ｊ
２－ｉ＋ｊ＝ｊ{ 

又因为（ａｉ，ｂｉ）≠（ａｎ，ｔ）且 ｉ，ｉ，ｊ，ｊ，ｎ为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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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故仅有 ｉ≠ｊ且
２ｉ＝ｎ＋ｊ
ｉ＝ｊ{ ＝２

成立．

例２ 若以六元格蕴涵代数 Ｌ６＝（Ｌ６，∨，∧，′，→，
Ｏ，Ｉ）为例，其Ｈａｓｓｅ图和蕴涵运算″→″分别见图１和表
１．在文献［３］中例２．１．４：设六元格 Ｌ６＝｛Ｏ，ａ，ｂ，ｃ，ｄ，
Ｉ｝的Ｈａｓｓｅ图如图１，它的逆序对合运算“′”定义如下：
Ｏ′＝Ｉ，ａ′＝ｃ，ｂ′＝ｄ，ｃ′＝ａ，ｄ′＝ｂ，Ｉ′＝Ｏ；

其中蕴涵运算“→”如表１中定义：
表１ Ｌ６的蕴涵运算表

→ Ｏ ａ ｂ ｃ ｄ Ｉ

Ｏ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ａ ｃ Ｉ ｂ ｃ ｂ Ｉ

ｂ ｄ ａ Ｉ ｂ ａ Ｉ

ｃ ａ ａ Ｉ Ｉ ａ Ｉ

ｄ ｂ Ｉ Ｉ ｂ Ｉ Ｉ

Ｉ Ｏ ａ ｂ ｃ ｄ Ｉ

因为

ａ→ｂ＝ｂ，ａ→ｃ＝ｃ，ｂ→ａ＝ａ，ｃ→ａ＝ａ，
ｂ→ｃ＝ｂ．

则蕴涵不可约元有 ａ，ｂ，ｃ．
例 ３ 若以六元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 Ｌｖ（３×２）＝

（Ｌｖ（３×２），∨，∧，′，→，（ａ３，ｂ１），（ａ３，ｂ２））为例，则仅有
（ａ２，ｂ２）为蕴涵不可约元．

定理１ Ａ＝｛（ａｉ，ｂ２）｜ｉ
ｎ＋１
２ ，ｉ≠

}ｎ为语言真

值格蕴涵代数Ｌｖ（ｎ×２）中的所有蕴涵不可约元集合．
证明 对任意（ａｉ，ｂ２）∈Ａ，则２ｉｎ＋１成立．由注

１得２ｉ＝ｎ＋ｊｎ＋１显然成立，即（ａｉ，ｔ）为蕴涵不可
约元．

假设存在（ａｉ０，ｂ２） Ａ为蕴涵不可约元，即有
（ａｉ０，ｂ２）＝（ａｉ，ｂｉ）→（ａｊ，ｂｊ）蕴涵，（ａｉ０，ｂ２）＝（ａｉ，ｂｉ）
或（ａｉ０，ｂ２）＝（ａｊ，ｂｊ）成立，即有 ｉ０＝ｉ，ｊ．根据注１可知

２ｉ０＝ｎ＋ｊｉ０＝
ｎ＋ｊ
２ 

ｎ＋１
２ （ｊ１），即（ａｉ０，ｂ２）∈Ａ，这

与假设矛盾．

因此，由上述可知 Ａ＝｛（ａｉ，ｂ２）｜ｉ
ｎ＋１
２ ，ｉ≠ｎ｝为

蕴涵不可约元集合．

例４ 由注１可知，在十八元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
Ｌｖ（９×２）中，｛（ａ５，ｂ２），（ａ６，ｂ２），…，（ａ８，ｂ２）｝为 Ｌｖ（９×２）的
蕴涵不可约元集．

定义５ 称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 Ｌｖ（ｎ×２）中的元 ｙ
为有限蕴涵分解元，如果存在一些蕴涵不可约元 ｘ１，
ｘ２，…，ｘｉ使得ｙ＝（（（ｘ１→ｘ２）→ｘ３）→…）→ｘｉ．进一步，
如果对任意１ｊｉ，ｙ≠（（（ｘ１→ｘ２）→ｘ３）→…）→ｘｊ，
则称此分解为不可约．

定理２ 设（ａｉ，ｂ２）∈Ｌｖ（ｎ×２），若 ｉ＞
ｎ＋１
２ ，则（ａｉ，

ｂ２）是有限蕴涵分解元，但此分解不唯一．

证明 根据注 １可知 ｉ＞ｎ＋１２ 时，（ａｉ，ｂ２）为蕴涵

不可约元．因此（ａｉ＋２，ｂ２），（ａｉ，ｂ２）为蕴涵不可约元．由
于（ａｉ，ｂ２）＝（ａｉ＋２，ｂ２）→（ａｉ，ｂ２），故（ａｉ，ｂ２）是蕴涵可
分解元．

假设（ａｉ，ｂ２）的分解是唯一的．事实上，取蕴涵不可
约元（ａｉ－１，ｂ２），（ａｉ＋１，ｂ２），（ａｉ＋２，ｂ２），则有（ａｉ，ｂ２）＝
（（ａｉ＋２，ｂ２）→（ａｉ＋１，ｂ２））→（ａｉ－１，ｂ２）成立；再取蕴涵不
可约元（ａｉ－１，ｂ２），（ａｉ＋２，ｂ２），（ａｉ＋３，ｂ２），则有（ａｉ，ｂ２）＝
（（ａｉ＋３，ｂ２）→（ａｉ＋２，ｂ２））→（ａｉ－１，ｂ２）成立．故有（ａｉ，ｂ２）
有限蕴涵分解不唯一．

例５ 设Ｌｖ（９×２）是十八元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则
有（ａ６，ｂ２）有限蕴涵分解元，但此分解不唯一．如（ａ６，
ｂ２）＝（（ａ８，ｂ２）→（ａ７，ｂ２））→（ａ５，ｂ２），（ａ６，ｂ２）＝（（ａ７，
ｂ２）→（ａ６，ｂ２））→（ａ５，ｂ２）．
定理３ 设 Ｌｖ（ｎ×２）是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则有

（ａｓ，ｂ１）为有限蕴涵分解不可约元．
证明 假设（ａｉ，ｂ１）为有限蕴涵分解元，则至少存

在两个蕴涵不可约元（ａｉ，ｂ２），（ａｊ，ｂ２）使（ａｓ，ｂ１）＝（ａｉ，
ｂ２）→（ａｊ，ｂ２）成立，则有 ｂ１＝ｂ２且 ｓ＝ｍｉｎ｛ｎ－ｉ＋ｊ，
ｎ｝．显然 ｂ１＝ｂ２是矛盾的，即（ａｉ，ｂ１）＝（ａｓ，ｂ２）→（ａｊ，
ｂ２）不成立．因此，（ａｓ，ｂ１）为有限蕴涵分解不可约元．
例６ 设Ｌｖ（９×２）是十八元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则

有（ａｉ，ｂ１）（ｉ＝１，２，…，９）为有限蕴涵分解不可约元．
定理４ 设Ｌｖ（ｎ×２）是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如果对

任意的 ｉ
ｎ＋１
２ ，（（（ａｉ＋１，ｂ２）→（ａｉ，ｂ２））→（ａ（ｎ＋１）／２，

ｂ２）＝（ａｊ，ｂ２），则（ａｊ，ｂ２）仍为 Ｌｖ（ｎ×２）中的蕴涵不可约
元．

证明 当 ｉ
ｎ＋１
２ 时，根据定理 １有（ａｉ，ｂ２），

（ａｉ＋１，ｂ２），（ａ（ｎ＋１）／２，ｂ２）为蕴涵不可约元．又因为
（（（ａｉ＋１，ｂ２）→（ａｉ，ｂ２））→（ａ（ｎ＋１）／２，ｂ２）

＝（（ａｉ＋１→Ｌｎ
ａｉ）→Ｌｎ

ａ（ｎ＋１）／２，ｂ２）＝（ａ（ｎ＋３）／２，ｂ２）．

故有 ｊ＝ｎ＋３２ ＞ｎ＋１２ ，由定理 １得（ａｊ，ｂ２）为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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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约元．
定义６ 在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Ｌｖ（ｎ×２）中，如果存

在蕴涵不可约元 ｙ，ｚ∈Ｌｖ（ｎ×２）使 ｘ＝ｙｚ成立，则称 ｘ
是ｙ与ｚ通过运算生成的生成元．其中 ｙｚ＝（ｙ→
ｚ′）′．
定理５ 若（ａｉ，ｂ２）和（ａｊ，ｂ２）为Ｌｖ（ｎ×２）中的蕴涵不

可约元，且１≤ｍ≤ｎ－２，则（ａｍ，ｂ２）可由（ａｉ，ｂ２）和（ａｊ，
ｂ２）通过运算而生成．

证明 根据注１有ｎ＋１２ ≤ｉ，ｊ≤ｎ－１，故有１≤ｉ＋

ｊ－ｎ≤ｎ－１＋ｎ－ｎ－１＝ｎ－２．又因为
（ａｉ，ｂ２）（ａｊ，ｂ２）
＝（（ａｉ，ｂ２）→（ａｊ，ｂ２）′）′

＝（ａｍｉｎ｛ｎ，２ｎ－ｉ－ｊ＋１｝，ｂ１）′

＝（ａｉ＋ｊ－ｎ，ｂ２），
取（ａｍ，ｂ２）＝（ａｉ＋ｊ－ｎ，ｂ２），故（ａｍ，ｂ２）可由（ａｉ，ｂ２）

和（ａｊ，ｂ２）通过生成．
例７ 在Ｌｖ（９×２）中，（ａ２，ｂ２）可由（ａ６，ｂ２）和（ａ５，ｂ２）

通过算子生成，而（ａ６，ｂ２）可由（ａ７，ｂ２）和（ａ８，ｂ２）通
过算子生成．

下面以具体算例说明上面所给出的蕴涵不可约元

的潜在应用：

风险投资公司对企业进行科技项目投资时，首先

由数位专家对拟申报企业进行评估，由于专家对评价

指标存在一定的偏好，因此每位专家的评价结论均含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信息．因此需要决策者对所有申报
企业确定最佳投资方案，最后确定最优企业进行投资，

从而使科技企业获取更大利润空间．
例８ 假设用自然语言表述的命题如下：

（１）如果申报企业的销售能力极为强，管理层的管
理水平非常高，生产车间的生产能力极为高，研发部门

的技术水平极为高，财务部门的资金运作能力非常强，

并且企业自身规避风险能力极为强，那么对该企业进

行高科技项目投资极为合适；

（２）决策者依据评价指标对申报企业进行评估如
下：该申报企业的销售能力十分强，管理层的管理水平

非常高，生产车间的生产能力非常高，研发部门的技术

水平极为高，财务部门的资金运作能力极为强，并且企

业自身规避风险能力十分强．
问题：对这个企业进行科技项目投资的可能性有

多大？

首先此问题纳入到逻辑系统考虑，以十八元语言

真值格蕴涵代数 Ｌｖ（９×２）为赋值域，逻辑系统中参数选
取为蕴涵不可约元．设 ｘ表示企业，ｆ（ｘ）表示企业 ｘ的
销售能力，ｇ（ｘ）表示企业 ｘ的管理水平，ｈ（ｘ）表示企
业 ｘ的生产能力，ｍ（ｘ）表示企业 ｘ的技术水平，ｎ（ｘ）

表示企业 ｘ的资金运作能力，ｋ（ｘ）表示企业 ｘ的规避
风险能力，ｓ（ｘ）表示企业 ｘ进行科技项目投资的决策
程度．因此，上述问题可形式化为：

（３）（ｘ）（（ｆ（ｘ）；极为强），（极为，真））
∧（（ｇ（ｘ）；非常高），（非常，真））
∧（（ｈ（ｘ）；极为高），（极为，真））
∧（（ｍ（ｘ）；极为高），（极为，真））
∧（（ｎ（ｘ）；非常强），（非常，真））
∧（（ｋ（ｘ）；极为高），（极为，真））
→（（ｓ（ｘ）；极为合适），（极为，真））；

（４）（ｆ（ａ）；十分好），（十分，真））；
（５）（ｇ（ａ）；非常高），（非常，真））；
（６）（ｈ（ａ）；非常高），（非常，真））；
（７）（ｍ（ａ）；极为高），（极为，真））；
（８）（ｎ（ａ）；极为强），（极为，真））；
（９）（ｓ（ａ）；十分高），（十分，真））．
因此，语言真值可转化为：

（１０）（ｘ）（（极为，真）∧（非常，真）∧（极为，真）
∧（极为，真）∧（非常，真）∧（极为，真））→
（极为，真），记为（ｘ）（（ａ８，ｔ）∧（ａ７，ｔ）∧
（ａ８，ｔ）∧（ａ８，ｔ）∧（ａ７，ｔ）∧（ａ８，ｔ））→（ａ８，
ｔ）；

（１１）（十分，真）∧（非常，真）∧（非常，真）
∧（极为，真）∧（极为，真）∧（十分，真），记为
（ａ６，ｔ）∧（ａ７，ｔ）∧（ａ７，ｔ）∧（ａ８，ｔ）∧（ａ８，ｔ）
∧（ａ６，ｔ）．

因此，结论可由

珘Ｙ（ψ）＝Ｃ
（ａ２，ｂ１）珘ＸＴｉ

（ψ）

＝∧
Ｔ∈Ｔｉ
（（∧
φ∈Ｆｆ
（（ａ２，ｂ１）珘Ｘ（φ）→Ｔ（φ））→Ｔ

（ψ））

＝∧
Ｔ∈Ｔｉ
（（（ａ２，ｂ１）→Ｔ（（ａ９，ｂ２）））→Ｔ（ψ））

＝∧
Ｔ∈Ｔｉ
Ｔ（ψ）＝∧Ｔ∈Ｔｉψ

．

由于新的信息所对应的真值为

ψ ＝（ａ６，ｔ）∧（ａ７，ｔ）∧（ａ７，ｔ）∧（ａ８，ｔ）∧（ａ８，ｔ）
∧（ａ６，ｔ）
＝（ａ６，ｔ）．

故由新信息的语言真值可导出的结论语言真值为

珘Ｙ（（ａ６，ｔ））＝∧
Ｔ∈Ｔｉ
（ａ６，ｔ）＝（ａ６，ｔ）．

由上面分析推理的结论为：对企业 ａ进行科技项
目投资评价结果的语言真值为（十分，真），即该企业进

行科技项目投资十分合适，此结论为决策者提供了投

资的依据．

４ 结论

本文在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的框架下，利用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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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子提出了蕴涵不可约元的定义，并对其相关的代数

结构进行研究，得到了有限蕴涵分解元以及生成元的

一些性质，并通过具体实例说明了它在智能决策中的

潜在应用，这些性质将为不确定性推理的研究提供新

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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