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年 % 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第 "% 卷 第 " 期 *+,(-./ +0 12+-345-3 6+(7./ 8-59:(;5<=（6.<,(./ >?5:-?: @A5<5+-） B+/) "% 6+) "

关于一类树的优美性
!

廖 江 东

（重庆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重庆 %###%$）

摘! 要：在 ! 阶树用 #，C，"，⋯，! D C，不同的 ! 个数对顶点标号，使得每一条边的标号也不相同（ 相关联一对顶点的

标号差的绝对值不相同），即｛C，"，⋯，!｝，称这种标号是优美标号；根据优美图的定义，研究了优美树问题中，E+;.［C］

猜想树是优美树；本文研究了一类树 "C
FG的优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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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本定义

本文未给出的记号和定义见参考文献［"］。关

于优美树的讨论是数学家 S) E5-3:/ 在 CLJG 年和

CLJJ 年 &) E+;. 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在之后很多

数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于 CLJJ 年由

&) E+;. 提出了著名的优美树猜想（在文献［"］的第

CI 个未解决的问题）；在这几十年来国际上一些数

学家从多方面入手研究此问题［C，G］；本文研究了一

类树 "C
FG的优美性标号。

定义 C［%］! 一棵有 ! 个顶点的树 "，若存在着用

集｛#，C，"，⋯，! D C｝分配给它的顶点的一个标号 0，
使得由 01（23）T ︳0（2）D 0（ 3）︳定义的顶点标号 01

分配给各边以不同的标号，则称树 " 是优美的。

定义 "! 在 4 个顶点的路 54 的顶点上或者以 C

条边为支路，或者以 G 条边为支路，所得到的树记为

"C
#G，不防设有 G 条边的支路的顶点有 # 个，并且有 G

条边的路的顶点排在路 54 的后面 # 个顶点上，且 #
"#"4（见图 C）。

图C! 树 "C
#G

"! 定理及其证明

定理 C! 树 "C
#G具有完美对集。

证明! 见图 C，用粗线表示的边就构成 "C
#G 的完

美对集。 证毕

通过 "C
#G的定义容易得到下面 G 个结论。

C）"C
#G的完美对集 6，则 U6 U T4 V #；

"）"C
#G的顶点数为 "4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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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边数为 ## $ #" % "。

将 $ & ’，"，#，⋯，## $ #"{ }% " 分成两个集合为

% 和 &，并 且 % & ’ ( ’ & #( $ "，(#)’，’#{ }$ ，& &
* ( * & #+，+#)’，*#{ }$ ，即 % & "，!，)，⋯，## $#"{ }%" ，

& & ’，#，*，⋯，## $#"{ }%# ，显然 (% ( & (& (，且任意 (#
%，存在唯一的元素 +#&，使得 ( $ + & ## $ #" % "，( +
% ( (#% 为 # $ " 不同的奇数。下面给出本文最重

要的结论。

定理 #+ 树 !"
"!是优美的。

证明+ 设 !"
"!的完美对集为 ,，由前面的结论可

得 (, ( &# $ "；现在对 !"
"!的顶点给出标号的基本原

则为

"）$-#,，且 - & ./，不防设 !（.）#%，!（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容易证明在上

述标号的原则下有以下结论。

,）$-#,，且 - & ./，( !（.）% !（ /）(#%，即在

对集 , 中的每一条的边标号为 # $ " 不同的连续的

奇数；

,,）树 !"
"!每个顶点标号都不相同，且属于 $。

下面讨论不属于完美对集的边的标号，从而来

确定每一个顶点的具体标号。

在路 0# 顶 点 的 从 右 向 左 记 为：1"
"’，1"

""，⋯，

1"
"" % "

，1"
# % "，1

"
# % " % "，⋯，1"

!，1"
#，1"

" 分两步进行证明。

第一步，对路 2# 的顶点上吊 ! 条边的路顶点标

号。吊在路 2# 顶点的 ! 个顶点的路的顶点记为 1’
*，

其中 ’ & "’，""，⋯，"" % "，* & #，!，*。

!（1"
"’）& ’

!（1#
"’）$ !（1"

"’）& ## $ #" % "

( !（1!
"’）% !（1#

"’）( & ## $ #" % #

!（1*
"’）$ !（1!

"’）& ## $ #"













% "

从而确定了 !（ 1"
"’ ），!（ 1#

"’ ），!（ 1!
"’ ），!（ 1*

"’ ），同时确

定了 ( !（1!
"’）% !（1#

"’）(；

( !（1"
""）% !（1"

"’）( & ## $ #" % *

!（1#
""）$ !（1"

""）& ## $ #" % "

( !（1#
""）% !（1!

""）( & ## $ #" % -

!（1!
""）$ !（1*

""）& ## $ #"













% "

从而确定了 !（1"
"" ），!（1#

"" ），!（1!
"" ），!（1*

" " ），同时确

定了 ( !（1"
""）% !（1"

"’）(，( !（1#
""）% !（1!

""）(；

( !（1"
"#）% !（1"

""）( & ## $ #" % .

!（1#
"#）$ !（1"

"#）& ## $ #" % "

( !（1!
"#）% !（1#

"#）( & ## $ #" % "’

!（1*
"#）$ !（1!

"#）& ## $ #"













% "
从而确定了 !（1"

"# ），!（1#
"#），!（1!

"# ），!（1*
"# ），同时确定

了 (!（1"
"#）% !（1"

""）(，(!（1!
"#）% !（1#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

( !（1"
"" % "

）% !（1"
"" % #

）( & ## % #" $ *

!（1"
"" % "

）$ !（1#
"" % "

）& ## $ #" % "

( !（1!
"" % "

）% !（1#
"" % "

）( & ## % #" $ #

!（1!
"" % "

）$ !（1*
"" % "

）& ## $ #"













% "
从而确定了 !（1"

"" % "
），!（1#

"" % "
），!（1!

"" % "
），!（1*

"" % "
）同

时 确 定 了 ( !（ 1"
"" % "

）% !（ 1"
"" % #

）( ，( !（ 1!
"" % "

）%

!（1#
"" % "

）(。
在上述过程中，确定了 !（1"’

*），其中 ’ &’，"，#，⋯

" %"；* &"，#，!，*，且一共是 *" 不同的数；同时也确定

了 (!（1"
"’ $"

）% !（1"
"’）( & 4’，其中 ’ &’，"，#，⋯，" %#；(

!（1!"* ）% !（ 1#"* ）( & (*，* & ’，"，#，⋯，" % "；4’，(*#
## %#" $#，## %#"，⋯，## $#" %*，## $#"{ }%# & 5。

即这些边的标号为 #" % " 个不同的连续偶数。

第二步，对路 2# 的顶点上吊 " 条边的路顶点标

号。吊在路 2# 顶点的 " 条边另一个顶点记为 1’
*，其

中 ’ &# % "，# % " % "，⋯，!，#，"；* & #）。

( !（1"
# % "）% !（1"

"" % "
）( & ## % #"

!（1"
# % "）$ !（1#

# % "）& ## $ #"{ % "
因为在上面已求的 !（1"

"" % "
），所以 !（1"

# % "），

!（1#
# % "）就 可以求出来了，同 时 可 以 确 定 出

( !（1"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 #" % #

!（1# % " % "
"）$ !（1# % " % "

#）& ## $ #"{ % "
从而可以确定 !（1"

# % " % "），!（1#
# % " % "），就可以求

出来了，同时可以确定出 ( !（1"
# % " % "）% !（1"

# %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

(!（1"
"）% !（1#

"）( &#

!（1"
"）$ !（1"

#）&## $#"{ %"
上述方法可确定 !（1’

*），其中 ’ & "，#，⋯，# % "，* & "，

#；同时也确定了 (!（1’
"）% !（1"

’ $"）( & +’，’ &"，#，⋯，#
% "，其中

+’# #，*，⋯，## %#" %#，## %#{ }" & 6
即这些边的标号为 # % " 个不同的连续的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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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一、二步的讨论，可以确定不属于对集 !
边的标号为 " ! # " # 个不同的连续偶数，且 $%% $
& { }" % 。

总之，树 ’#
#&的边的标号为 (%（$%%）$ (%（&

"｛%｝）$ ) "｛%｝$｛#，’，&，⋯，’" !’# "’，’" !’# "
#｝。

证毕

综上所述，树 ’#
#&为优美树。

&( 结束语

本文用了比较简单的方法研究了一类优美树的

优美性，证明了一类树 ’#
#&是优美的。优美树的研究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得到了国际上许多数学家

的高度关注，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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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移动 ,T0.2 的网格资源发现机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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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T0.2 的资源发现方法，该

方法结合了 ,T0.2 的自治性、智能性等特点。将 ,R
T0.2 技术与目录服务发现机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

二者的优势，有效地减少网格资源发现和监控过程

中的通讯代价。

在对 =68X79 中网格资源发现和监控模式的研

究基础上，充分考虑网格计算环境自身的特殊情况

（分布的、异构的、动态的等）下结合移动 ,T0.2 的分

布式特征，在分析 =14Y Z01102 系统应用于网格资源

发现和监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基于移动 ,T0.2 的

网格资源发现和监控模型。本模型与 =68X79 的资

源发现机制相比具有以下优点：!采用基于移动 ,R
T0.2 的分布式计算特点，更适合 C.201.02 上资源众多

但较广分布的网格计算环境；"采用本地存储网格

资源信息，同时全局目录服务器存储网格资源的静

态信息和位置信息，用户可以根据静态信息进行第

一步的查询过滤，然后根据位置信息派发移动代理

进行下一步的查询；#通过移动代理进行虚拟组织

的动态建立并且虚拟组织成员可以随时加入和离

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实现了动态注册和注销；$
用虚拟组织避免了因采用端对端的结构体系时端对

端的主动测试的相互干扰而使性能下降。

本文还介绍了系统的总体框架、工作机制，并分

析了资源发现的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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