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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图的剖分图的邻点可区别全色数
①

毛新叶�　刘信生
（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　要：　对扇�轮�完全二部图作了简单的剖分�得到了它们的剖分图�并得到了其剖分图的邻
点可区别全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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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具有重要的意义图的染色问题�是图论研究的

主要内容之一�图的染色的基本问题就是确定其各
种染色法的色数．2004年�张忠辅［1］等人提出了图
的邻点可区别全染色的概念�得到了圈�完全图�
扇�轮�完全二部图�树等特殊图的邻点可区别全色
数�并给出了相应的猜想．有关剖分图的相关结果
参见文献［2］．本文对扇�轮�完全二部图作了简单
的剖分�得到了它们的剖分图的邻点可区别全色
数．本文不作说明的符号参见文献［3］．

定义　设 G（V�E）是阶数至少为2－简单连
通图�k 是正整数�f 是 V（G） ∪ E（G） 到｛1�2�3�
…�k｝的映射�对任意 u ∈ V（G）�记 C（ u） ＝
｛f（ u）｝∪｛f（ uv）|uv ∈ E（G）�v ∈ V（G）｝�如果

1）∀uv�vw ∈ E（G）�u≠ w�有 f（uv）≠ f（vw）�
2）∀ uv ∈ E（G）�有 f（ u） ≠ f（v）�f（ u） ≠

f（ uv）�f（v） ≠ f（ uv）�
则称 f为G的k－正常全染色�进一步�如果还

满足

3）∀ uv ∈ E（G）�有 C（ u） ≠ C（v）�
那么称 f 为 G的 k－邻点可区别全染色（简记

为 k－AVDTC）�称
min｛k|G有k－邻点可区别的全染色｝为 G的

邻点可区别全色数�记作χat（G）．
对于简单图 G（V�E）�用 V（G）�E（G）分别表

示 G的点�边集合�若边 uv∈ V（G）�且点 w不属于
V（G）�则称图 S（G）＝ G－ uv＋ uw＋vw为一个关

于边 uv 的剖分图�w 剖分点．以下均用 S（G）表示
G的剖分图．
引理　设 G是一个图�则χat（G） ≥ Δ（G）＋

1�若 G 有两个相邻的最大度顶点�则 χat（G） ≥
Δ（G）＋2．
猜想 　 对于阶数不小于2的简单连通图

G（V�E）�有χat（G）≤Δ（G）＋3�其中Δ（G）为 G
中顶点的最大度．
1主要结果

设 Fn 是含有 n＋1个顶点的扇�我们在 Fn 的

每根辐条 v0v i 上加一个顶点 ui�i ＝1�2�…�n．得
到 Fn 的一个剖分图 S（Fn）�当 n＝2时�S（Fn）是
C5�由［1］ 知χat（C5） ＝4．
定理1：　对于 S（Fn）�有χat（S（Fn）） ＝ n＋

1（ n ≥3）．
证明：　当 n≥3时�记 V（S（Fn））＝｛v0�v1�

v2�…�vn�u1�u2�…�un｝�E（S（Fn））＝｛v0v i|i＝
1�2�…�n｝∪｛uiv i|i＝1�2�…�n｝∪｛v iv i＋1|i＝
1�2�…�n－1｝．

当 n＝3时�S（F3）的最大度顶点不相邻�当 n
＞3时�S（Fn） 只有一个最大度顶点（v0）�由引理
知χat（S（Fn）） ≥ n ＋1．构造从 V（S（Fn）） ∪
E（S（Fn））到｛1�2�…�n｝的映射 f 如下：

f（v0）＝ n＋1�f（vn）＝1�f（v i）＝ i＋1�i ＝1�
2�…�n－1．f（ui）＝ i�i ＝1�2�…�n．f（v1v2）＝ n．

f（v iv i＋1） ＝ i－1�i ＝2�3�…�n－1．f（v0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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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i ＝1�2�…�n－1�f（v0un） ＝1．
f（ uiv i） ＝ i＋2�i＝1�2�…�n－2�f（ un－1vn－1）

＝1�f（ unvn） ＝2．
易见 f是S（Fn）的（ n＋1）－AVDTC�故χat（S（Fn））
＝ n＋1（ n ≥3）．

设 Wn 是含有 n＋1个顶点的轮�我们在 Wn 的

每根辐条 v0v i上加一个顶点ui得到Wn的一个剖分

图 S（Wn）．
定理2：　
χat（S（Wn）） ＝ 　　5　　当 n ＝3时�

n＋1�　　当 n ≥4时．
证明：　当 n ＝3时�S（Wn）有相邻的最大度

顶点�由引理1知χat（S（Wn））≥5�又 S（W3）存在
有5－AVDTC．所以 n ＝3时�χat（S（Wn）） ＝5．

当 n≥4时�S（Wn）的中心（v0）是唯一的最大
度为（ n）顶点�所以χat（S（Wn）） ≥ n＋1．而在定
理2的证明中�再令 f（vnv1） ＝ n－1�即知 f 是
S（Wn） 的 （ n ＋1） － AVDTC．故 n ≥ 4时�
χat（S（Wn）） ＝ n＋1．

对于完全二部图 Km�n 我们在它的每条边上增

加一个顶点�得到完全二部图 Km�n 的一个剖分图

S（Km�n）．
定理3：　

χat（S（Km�n））＝
　3�　当 m＝ n＝1时�
　4�　当 m＝ n＝2时�
n＋1�当 n≥ m＋1�m＝ n≥3时．

证明：　当 m＝ n＝1时�S（Km�n）即为 P3�而
χat（P3） ＝3．所以当 m ＝ n ＝1时�χat（S（K1�1））
＝3．当 m ＝ n ＝2时�S（Km�n）即为 C8�由定理1
知 χat（C8） ＝ 4．所以当 m ＝ n ＝ 2 时�
χat（S（K2�2）） ＝4．

当 m ＝ n ≥3时�设 Kn�n 的顶点集为｛v1�v2�
…�vn�u1�u2�…�un｝�增加的顶点为 w1�w2�…�
wn2�其中 u1v1�u1v2�…�u1vn 边上加的顶点分别

为 w1�w2�…�wn�…�unv1�unv2�…�unvn 边上加的

顶 点 分 别 为 wn2－n＋1�wn2－n＋2�…�wn2． 那 么

V（S（Kn�n）） ＝ ｛v1�v2�…�vn�u1�u2�…�un�w1�
w2�…�wn2�E（S（Kn�n））＝｛u1wi|i＝1�2�…�n｝
∪｛u2wi｝| i ＝ n＋1�n＋2…�2n｝∪…∪｛unwi

| i＝ n2－ n＋1�n2－ n＋2�…�n2｝∪｛v iwi＋n（m－1）
| i ＝1�2�…�n�m ＝1�2�…�n｝．

由于完全二部图的剖分图 S（Kn�n） 的最大度
顶点为（ n）不相邻�由引理知�χat（S（Kn�n））≥ n＋

1．构造从 V（S（Kn�n））∪ E（S（Kn�n））到｛1�2�…�n
＋1｝的映射 f 如下：
f（ui）＝1�i＝1�2�3�…�n．f（v i）＝1�i＝1�2�3�…�n．
f（wi＋nj） ＝ i＋ j＋1�j ＝0�1�2�3�…�n－1．

i ＝1�2�…�n－ j．
f（win－j） ＝ i－ j�j ＝0�1�2�…�n－2．

i ＝ j＋2�j＋3�…�n．
f（ uiw（ i－1） n＋j） ＝ i＋1＋ j�i ＝1�2�…�n－1．

j ＝1�2�3�…�n－ i．
f（ uiwi（ n－1）＋j） ＝ j＋1�j ＝1�2�…�n．

i ＝ j＋1�j＋2�…�n．
与 v i（ i ＝1�2�…�n）相邻的 n条边被｛2�3�4�…�
n�n＋1｝染色：
其中：与 v1相连的各边从 w1开始按从左到右方向
分别染：4�5�6�…�n�n＋1�2�3．

与 v2相连的各边从 w2开始按从左到右方向
分别染：5�6�7�…�n＋1�2�3�4．

与 v3相连的各边从 w3开始按从左到右方向
分别染：6�7�8�…�2�3�4�5．

…
与 vn相连的各边从wn开始按从左到右方向分

别染：3�4�5�…�n－1�n�n＋1�2．
易见 f是S（Kn�n）的（ n＋1）－AVDTC�故当 m＝ n
≥3时�χat（S（Kn�n）） ＝ n＋1．

当 n ≥ m＋1时�由于完全二部图的剖分图
S（Km�n）的最大度顶点为（ n） 不相邻�由引理知�
χat（S（Km�n））≥ n＋1．其染法与 m＝ n时类似．只
是与 ui 相邻的m个剖分点和边取 n＋1中的 m中
色染色即可�其余的边和点与 m ＝ n时相同．

综上�定理3得证．
例如 S（K3�4）的邻点可区别全染色．
V（S（K3�4）） ∪ E（S（K3�4））到｛1�2�…�n＋1｝

的映射 f 如下：
f（ ui） ＝1�i ＝1�2�3．f（v j） ＝1�j ＝1�2�3�4．
f（wi） ＝ i＋1�i＝1�2�3．f（wi）＝ i－1�i＝4�5�
6．f（wi） ＝ i－3�i ＝7�8．f（w9） ＝2�
f（w10） ＝5�f（wi） ＝ i－9�i ＝11�12．
f（u1w1）＝4�f（u1w4）＝5�f（u1w7）＝2�f（u1w10）＝3．
f（u2w2）＝5�f（u2w5）＝2�f（u2w8）＝3�f（u2w11）＝4．
f（u3w3）＝2�f（u3w6）＝3�f（u3w9）＝4�f（u3w12）＝5．
f（v1wi） ＝ i＋2�i＝1�2�3．f（v2wi）＝ i�i＝4�5．
f（v2w6） ＝2�f（v3w7）＝4�f（v3wi）＝ i－6�i＝8�
9．f（v4wi） ＝ i－8�i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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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常数η＞0�σ＞0�B（ t）是一维标准布朗运动
且∫|λ（ u）|2∏（d u） ＜∞
需要指出�这里将文献 ［1］模型中的漂移项推广到
非线性的情形而得到了与之相同的结论．其中不变
测度存在性的证明使用了不同于文献 ［1］的 Foster
－Lyapunov 漂移条件．但文中的结论同文献 ［1］一
样�是在过程的跳跃方式具有某种”平移不变性”
的条件下得到的�对于一般跳跃方式的情形�文中

没有论及�这是今后尚待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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