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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美图是图论中极为有趣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和研究前景+讨论了一类

新的构造优美图的方法$并且给出了它们都是优美图的严格的数学证明$从而得到了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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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算法并且都是优美图等结论+所给的新的优美标号不同于现有的文献的结果+

关键词!优美标号%优美图%联图

((中图分类号!*AEC+E 文献标志码! P

优美图是图论中极其有趣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所研究的图类是一类新的特殊的简单无向图+图论中

关于优美图的研究课题是 !@ 世纪 #@ 年代提出的#它一出现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并取得了不少

成果#但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优美图的优美标号可应用于代数编码理论*通信网络编址*射电天文学*导弹控制码设计同步*整电压

发生器设计等方面#一直以来深受人们的重视#迄今#已有许多这方面的成果%AJAH&

+但由于对优美图的研究就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尚缺乏一个系统和有力的工具#所以目前只能对一些特殊的图类探索其优美

标号算法和优美性+

定义 A(简单无向图8的一个优美标号#是指图 8的一个顶点标号 J#它满足'当 8的边 6T? 时̂#由

JF!6" T J!?" DJ! "̂ 导出的边标号 JF#会分配给各边不同的边标号#这时 JF为边集 1!8"到-A#!#/#

1 .的双射'图8有优美标号 J#则称图8为优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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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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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顶点与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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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顶点之间用一条边连接起来所得到的无向图'图论研究中很多典型的图都可

以通过联而得到#例如轮形图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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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提出了一类新的联图8

R

TC

=

@

R

的优

美性#得到了这一类新的联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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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标号的算法#并给出了它是优美图的严格的数学证明#从而得

到了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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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优美标号算法并且都是优美图等结论'

定理 A(设C是任何一个优美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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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仅有 R 个顶点的空图#R 是任意正整数#则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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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设,!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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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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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顶点的标号递推算法Q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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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A(按照算法 Q可得'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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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顶点的标号均不相同#即顶点集与集合-@#A#!#/#

1!C" UR:.构成单射'

证明(首先#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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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顶点的标号不同'事实上#因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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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明 J对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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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点的最大标号为'X;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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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得出 J对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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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顶点的标号各不相同#即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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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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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边的标号均不相同#即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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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由引理 A#显然有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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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边的标号都不超过 1!C" UR:'下面分 ! 种情况对边的标

号进行讨论'

第一种情况'对于C中的边# J!1!C{ }"" T-A#!#/# 1!C" .'

第二种情况'对于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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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有不同的边有不同的标号'

综上所述#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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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边的标号均不相同#即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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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引理 A 和引理 ! 及优美图的定义可知#C是任何一个优美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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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仅有 R 个顶点的空图#R 是任

意正整数#则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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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优美图'至此完成定理 ! 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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