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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Q$64- 曲线的定义和性质#构造了一种变形 Q$64- 曲线#并给出了新 Q$64- 曲线的一种

算法*

关键词!Q$64-曲线$变形$算法

''中图分类号!)@DI*@! 文献标志码! N

分形!b̂:4;:%"这个词是T:.>3%B$̂;在 !? 世纪 D? 年代为了表征复杂图形和复杂过程首先引入自然科学

领域的#它的原意是不规则的#支离破碎的物体*分形可分为规则分形和不规则分形*如 ,:.;$̂集%Q$64- 曲

线&@#!'和 <13̂P1.7i1垫片&K'等都属于规则的分形图形#它们具有严格的自相似性*由于计算技术和计算机图

形学的进展#分形几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在图像数据压缩%分形生成%混沌动力系统及金融分析等方面

有着广泛的应用*

@'Q$64-曲线

@*@'Q$64-曲线的定义%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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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段构成的折线#记作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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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即是Q$64-曲线!图 @"(

图 @'Q$64-曲线
@(!'Q$64-曲线的性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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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似性(曲线H具有局部与整体的相似性#它由 I 个与 H相似的部分组成#其相似因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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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每部分又由 I 个更小的但仍与H相似的部分组成#其相似因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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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相似性称为自相似性#即局

部经过相似放大!沿各方向放大率相同"后与整体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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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H具有-细结构.(不管取多么小的尺度#C? 度的夹角仍然出现#只是边长相应减少#这一事实

表明#曲线H的复杂性不随尺度的减小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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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H难以用经典方法刻划(从整体上看#它既不是满足某些简单几何条件的点的轨迹#亦不能作

为任一简单方程解的集合(从局部看#它不能通过切线来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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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H的长度为无穷大#而面积为零#从而不能用通常的测度来度量它的-大小.(

!

%

"曲线H可由简单的递归方式生成(

图 !'生成元

!'构造一种变形Q$64-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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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的正方形的 K 条边替代#形成具有 " 个结

点的图形作为生成元!如图 !#其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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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算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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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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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根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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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

"

点的坐标#产生图 ! 中的 " 个结点的坐标#组成 " j! 矩阵(矩阵第 @ 行为A

@

的坐标#

第 ! 行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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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坐标#)#第 " 行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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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坐标$矩阵的第 @ 列元素分别为 " 个结点的)坐标#第 ! 列元素分别

为 " 个结点的O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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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曲线的形成过程进一步考虑其结点数的变化规律#若设第H次迭代的结点数为 -

H

#第HM@ 次迭代

的结点数为 -

HM@

#则可用分形递归&D#G'的方法推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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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另外#根据以上算法#可用计算机绘制出

此种变形Q$64-曲线!图 K"(

图 K'- RF 的新Q$64-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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