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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引入了 BL - 代数的 ¯ - 导子并研究了 BL - 代数上 ¯ - 导子的相关问题. 利用导子

的保序性, 不动点集和 BL - 代数的格理想, 讨论了 BL - 代数上的保序 ∧ - 导子和保序 ¯ - 导子的关

系, 并给出了 Gödel 代数和线性 Gödel 代数的刻画. 这些结果丰富了逻辑代数上的导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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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导子的思想来源于分析理论, 将它引入到代数系统中有助于研究代数系统的结构和性质.
一些学者在环和近似环上研究了导子的性质 [1−3]. Jun 和 Xin[4], Zhan 和 Liu[5] 将环和近似

环上的导子理论应用到 BCI - 代数中, 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果. 自从 Szász[4] 在格中引入了导

子的概念之后, 许多学者在格上研究了导子的性质. Xin 等在 [7] 中给出了模格、分配格和具
有最大元的格上的导子成为保序导子的等价条件, 并利用保序导子刻画了模格、分配格的特
征. Çeven 等在文献 [7] 的基础上, 给出了 f - 导子的概念, 从而推广了导子的形式 [8]. 李毅
君和辛小龙 [9] 将导子的概念引入到 λ - 格中, 并通过 λ - 格微分的弱正则性和正则性得到了
λ - 格导子的一些重要结果. 最近, Alshehri[10] 将导子理论应用到MV - 代数中, 并使用保序
导子给出了MV - 代数的导子的若干性质. 在MV - 代数上, Ghorbani 等 [11] 进一步定义了

两类MV - 代数的导子, 刻画了 (¯,⊕) - 导子的特征, 并证明了 (ª,¯) - 导子是保序的.
本文将导子理论应用到 BL - 代数中, 给出了 BL - 代数 ¯ - 导子的概念, 利用 ¯ - 导子

研究了 BL - 代数的相关性质. 重点讨论了 BL - 代数的强 ¯ - 导子的性质, 研究了格上的
∧ - 导子和 BL - 代数 ¯ - 导子的关系, 并借助保序导子刻画了 BL - 代数的特征. 在 BL -
代数 A 上定义集合 Fd(A) = {x ∈ A : dx = x}, 得到 Fd(A) 是 A 的下集. 引入主 ¯ - 导子
da(x) = a ¯ x, 证明了 Fda

(A) 是 A 的格理想. 并通过 ¯ - 导子的不动点集刻画了 Gödel 代
数和线性 Gödel 代数.

2 预备知识

定义 2.1[12] 一个 (2, 2, 2, 2, 0, 0) 型代数 (A,∧,∨,¯,→, 0, 1), 若它满足下列公理: 对任意
x, y, z ∈ A,

(BL-1) (A,∧,∨, 0, 1) 是一个有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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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2) (A,¯, 1) 是可换的幺半群;
(BL-3) x ≤ y → z ⇔ x¯ y ≤ z;
(BL-4) x ∧ y = x¯ (x → y);
(BL-5) (x → y) ∨ (y → x) = 1,

则称 (A,∧,∨,¯,→, 0, 1) 是一个 BL - 代数.
一个 BL - 代数 A 称为 Gödel 代数, 对任意的 x ∈ A, x¯ x = x 成立.
在 BL - 代数 A 中定义序关系“≤”为 x ≤ y 当且仅当 x → y = 1, 定义 x− = x → 0, 其

中 x, y ∈ A. 另外, 称 B(A) = {x ∈ A : x¯ x = x} 为 A 的布尔中心.
引理 2.2 [12−15] 设 A 是 BL - 代数, 则下列结论成立: ∀x, y, z ∈ A,
(1) x ≤ y ⇒ x¯ z ≤ y ¯ z;
(2) x¯ y = 0 ⇔ x ≤ y−;
(3) x ≤ y ⇒ y− ≤ x−;
(4) 1− = 0，0− = 1, x−−− = x−;
(5) x¯ y ≤ x ∧ y, x¯ x− = 0, x¯ 0 = 0;
(6) x¯ (y ∨ z) = (x¯ y) ∨ (x¯ z);
(7) x¯ (y ∧ z) = (x¯ y) ∧ (x¯ z).
性质 2.3 [16] 每一个 BL - 代数都是一个分配格.
定理 2.4 [13] 设 A 是 BL - 代数. 对任意的 a ∈ A 和 e ∈ B(A), 则 e ¯ a = e ∧ a,

a → e = (a¯ e−)−. 进而, 若 e ≤ a ∨ a−, 则 e¯ a ∈ B(A).
定义 2.5 [18] 设 I 是 BL - 代数 A 的非空子集, 称 I 是 A 的格理想, 若 I 满足条件:

∀x, y ∈ A,
(1) 若 x ≤ y 且 y ∈ I, 则 x ∈ I;
(2) 若 x, y ∈ I, 则 x ∨ y ∈ I.
若 BL - 代数 A 的格理想 I 满足条件: (3) ∀x, y ∈ A, x ∧ y ∈ A 有 x ∈ A 或 y ∈ A, 则称

I 是 A 的格素理想. 对任意的 a ∈ A, [a] = {x ∈ A : x ≤ a} 表示由 a 生成的格理想, 称为格
主理想.

3 BL - 代数的 ¯ - 导子

定义 3.1 [7] 设 A 是一个格, d : A → A 是映射. 若 d 满足: ∀x, y ∈ A,

d(x ∧ y) = (d(x) ∧ y) ∨ (x ∧ d(y)),

则称 d 是 A 的 ∧ - 导子, 简记 d(x) = dx.
利用 BL - 代数上的 ¯ 和 ∨ 运算, 我们给出 ¯ - 导子的概念.
定义 3.2 设 A 是一个 BL - 代数, d : A → A 映射. 若 d 满足: ∀x, y ∈ A,

d(x¯ y) = (d(x)¯ y) ∨ (x¯ d(y)),

则称 d 是 A 的 ¯ - 导子. 简记 d(x) = dx.
设 A 是一个 BL - 代数, 定义映射 d : A → A 为 dx = 0, ∀x ∈ A, 则容易验证 d 为 ¯ - 导

子, 称 d 为零 ¯ - 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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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3 设 A = {0, a, b, 1}, 二元运算 ¯ 和→ 如下表所示, 0 < a < b < 1, 则容易验证
(A,∧,∨,¯,→, 0, 1) 是 BL - 代数. 映射 d : A → A 定义为 d0 = 0, d1 = a, da = 0, db = a, 则
容易验证 d 是 A 的 ¯ - 导子. 定义 d1 : A → A 为 d10 = 0, d11 = b, d1b = 1, d1a = 0, 由于
d1(a¯ b) = d1a = 0, (d1a¯ b) ∨ (a¯ d1b) = 0 ∨ a = a 6= 0, 则 d1 不是 A 的 ¯ - 导子.

¯ 0 a b 1
0 0 0 0 0
a 0 0 a a
b 0 a b b
1 0 a b 1

→ 0 a b 1
0 1 1 1 1
a a 1 1 1
b 0 a 1 1
1 0 a b 1

注 对于例 3.3中的¯ -导子 d,由于 d(a∧b) = da = 0, (da∧b)∨(a∧db) = 0∨a = a 6= 0.
因此 d 不是 A 的 ∧ - 导子, 即 d 是 ¯ - 导子, 但不是 ∧ - 导子.
命题 3.4 设 d 是 BL - 代数 A 的 ¯ - 导子, 则下列结论成立: ∀x ∈ A,
(1) d0 = 0;
(2) dx¯ x− = x¯ dx− = 0;
(3) dx = dx ∨ (x¯ d1);
(4) x¯ d1 ≤ dx ≤ x−−, dx− ≤ x− ≤ (dx)−.
证 (1) d0 = d(0¯ 0) = (d0¯ 0) ∨ (0¯ d0) = 0.
(2) 由于 0 = d0 = d(x ¯ x−) = (x ¯ dx−) ∨ (dx ¯ x−) = 0, 则 dx ¯ x− = 0. 同理可证

x¯ dx− = 0.
(3) dx = d(x¯ 1) = (dx¯ 1) ∨ (x¯ d1) = dx ∨ (x¯ d1).
(4) 根据 (3) 知 x ¯ d1 ≤ dx. 由 (2) 和引理 2.2 知 dx ≤ x−−, dx− ≤ x−. 则 x− =

x−−− ≤ (dx)−, 故 dx− ≤ x− ≤ (dx)−.
命题 3.5 设 d 是 BL - 代数 A 的 ¯ - 导子. ∀x, y ∈ A, 若 x ¯ y = 0, 则 (1) dy ≤ x−;

(2) dx¯ dy = 0.
证 (1) 由于 0 = d(x¯ y) = (x¯ dy) ∨ (dx¯ y), 则 dx¯ y = x¯ dy = 0, 故 dx ≤ y−,

dy ≤ x−.
(2) 通过 (1) 的证明过程可得, dx ≤ y−. 根据引理 2.2 的 (3) 和命题 3.4 的 (2) 知,

dx¯ dy ≤ y− ¯ dy = 0, 因此 dx¯ dy = 0.
定义 3.6 设 d 是 BL - 代数 A 的 ¯ - 导子. ∀x ∈ A, 若 dx ≤ x, 则称 d 为 A 的强 ¯ -

导子.
命题 3.7 设 d 是 BL - 代数 A 的强 ¯ - 导子, 则下列结论成立: ∀x, y ∈ A,
(1) 若 I 是 A 的格理想, 则 dI ⊆ I;
(2) dx¯ dy ≤ d(x¯ y) ≤ dx ∨ dy ≤ x ∨ y;
(3) (dx)n ≤ d(xn), 其中 n ∈ N+, xn = x¯ x¯ · · · ¯ x︸ ︷︷ ︸

n次

;

(4) 若 d1 = 1, 则 dx = x.
证 (1) 设 y ∈ dI, 则存在 x ∈ I 使得 y = dx ≤ x. 考虑到 I 是 A 的格理想, 有 y ∈ I,

从而 dI ⊆ I.
(2) 因为 dx¯dy ≤ x¯dy和 dx¯dy ≤ y¯dx,所以 dx¯dy ≤ (dx¯y)∨(x¯dy) = d(x¯y).

又因为 dx¯y ≤ dx ≤ x, x¯dy ≤ dy ≤ y,则 (dx¯y)∨ (x¯dy) = d(x¯y) ≤ dx∨dy ≤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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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 (2) 知 dx¯ dx ≤ d(x¯ x), 故 dx¯ dx¯ dx ≤ d(x¯ x)¯ dx ≤ d(x¯ x¯ x). 以
此类推, (dx)n ≤ d(xn) 成立.

(4) 注意到 x¯ d1 ≤ dx ≤ x, 若 d1 = 1, 则 x = x¯ d1 ≤ dx ≤ x, 故 dx = x.
推论 3.8 设 A 是 BL - 代数, d 是 A 的强 ¯ - 导子. 对任意的 x, y ∈ A, 若 y ≤ x 且

dx = x, 则 dy = y.
证 由于 y ≤ x, 则 y = y ∧ x, 因此 dy = d(x ∧ y) = d(x ¯ (x → y)) = (dx ¯ (x →

y)) ∨ (x¯ d(x → y)) = (y ∧ x) ∨ (x¯ d(x → y)) = y ∨ (x¯ d(x → y)), 从而 dy ≥ y. 另一方
面, 由强 ¯ - 导子定义知 dy ≤ y, 故 dy = y.
命题 3.9 设 d 是 BL - 代数 A 的 ¯- 导子. 对于任意的 x, y ∈ A, 若 d(x ∧ y) = dx ∧ dy

或者 d(x ∨ y) = dx ∨ dy, 则 d 是保序的.
证 对任意 x, y ∈ A, 设 d(x ∧ y) = dx ∧ dy 成立. 若 x ≤ y, 则 dx = d(x ∧ y) = dx ∧ dy,

故 dx ≤ dy, 即 d 保序. 类似可证: 对任意 x, y ∈ A, 若 d(x ∨ y) = dx ∨ dy, 则 d 是保序的.
定理 3.10 设 d 是线性 BL - 代数 A 的 ¯ - 导子, 则下列结论等价: ∀x, y ∈ A,
(1) d 是保序的;
(2) d(x ∧ y) = dx ∧ dy;
(3) d(x ∨ y) = dx ∨ dy.
证 (1) ⇒ (2) 由于A是线性的, ∀x, y ∈ A,则有 x ≤ y 或者 y ≤ x. 不妨设 x ≤ y,由于 d

是保序的, 因此 dx ≤ dy, 故 dx = dx∧ dy. 另一方面, dx = d(x∧ y), 从而 d(x∧ y) = dx∧ dy.
(1) ⇒ (3) 由于 A 是线性的, ∀x, y ∈ A, 则有 x ≤ y 或者 y ≤ x. 不妨设 x ≤ y, 由于 d 是

保序的, 则 dx ≤ dy, 因此 dy = dx ∨ dy. 另一方面, dy = d(x ∨ y), 从而 d(x ∨ y) = dx ∨ dy.
(2) ⇒ (1) 和 (3) ⇒ (1) 类似于命题 3.9 的证明.
定理 3.11 设 d 是 BL - 代数 A 的强 ¯ - 导子. 若 d1 ∈ B(A), 则下列结论等价:

∀x, y ∈ A,
(1) d 是保序的;
(2) dx ≤ d1;
(3) dx = d1¯ x;
(4) d(x ∧ y) = dx ∧ dy;
(5) d(x ∨ y) = dx ∨ dy;
(6) d(x¯ y) = dx¯ dy.
证 (1) ⇒ (2) 显然.
(2) ⇒ (3) 由于 dx ≤ x, 故 dx ¯ d1 ≤ x ¯ d1. 又因为 d1 ∈ B(A), 所以 d1 ¯ dx =

d1 ∧ dx = dx, 故 dx ≤ x¯ d1. 另一方面, 由命题 3.4 知, dx ≥ x¯ d1. 因此 dx = x¯ d1.
(3) ⇒ (4) d(x∧y) = d1¯(x∧y) = d1∧(x∧y) = (d1∧x)∧(d1∧y) = (d1¯x)∧(d1¯y) =

dx ∧ dy.
(4) ⇒ (1) 根据命题 3.9 可得.
(3) ⇒ (5) d(x∨y) = d1¯(x∨y) = d1∧(x∨y) = (d1∧x)∨(d1∧y) = (d1¯x)∨(d1¯y) =

dx ∨ dy.
(5) ⇒ (1) 根据命题 3.9 可得.
(3) ⇒ (6) d(x¯ y) = d1¯ (x¯ y) = (d1¯ x)¯ (d1¯ y) = dx¯ dy.
(6) ⇒ (2) 由于 dx = d(x¯ 1) = dx¯ d1 = dx ∧ d1, 故 dx ≤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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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3.12 设 A 是 BL - 代数和 a ∈ A, 定义 da : A → A 为 da(x) = a¯ x, 其中 x ∈ A,
则 da 是 A 的 ¯ - 导子.
证 对于任意的 x, y ∈ A, 由于 da(x ¯ y) = a ¯ x ¯ y = (a ¯ x ¯ y) ∨ (a ¯ x ¯ y) =

(dax¯ y) ∨ (x¯ day), 故 da 是 A 的 ¯ - 导子.
注 称定理 3.12 所定义的 da 为主 ¯ - 导子. 主 ¯ - 导子一定是保序的. 事实上, 若

x ≤ y, 则 da(x) = a ¯ x ≤ a ¯ y = da(y), 从而 da 保序. 设 da 为主 ¯ - 导子, 对于任意的
x ∈ A, 由于 da(x) = a¯ x ≤ x, 因此主 ¯ - 导子 da 是强 ¯ - 导子, 但反之不成立.
例 3.13 设 A 是例 3.3 中所定义的 BL - 代数, 定义映射 d : A → A 为 d0 = 0, d1 = a,

da = a, db = a, 容易验证 d 是 A 的强 ¯ - 导子, 但却不是 A 的主 ¯ - 导子.
命题 3.14 设 (A,∧,∨,¯,→, 0, 1) 是 BL - 代数, d 是 A 的保序 ∧ - 导子, 且 d1 ∈ B(A),

则 d 是 A 的保序 ¯ - 导子.
证 对于任意的 x ∈ A, 注意到 d是保序 ∧ -导子, 有 dx ≤ d1. 由于 ∧-导子满足 dx ≤ x,

则 d1 ¯ dx ≤ x ¯ d1. 又 d1 ∈ B(A), 故 d1 ¯ dx = d1 ∧ dx = dx, 从而 dx ≤ x ¯ d1. 另一方
面, 由于 dx = d(x ∧ 1) = (dx ∧ 1) ∨ (x ∧ d1) = dx ∨ (x ∧ d1), 则 x¯ d1 = x ∧ d1 ≤ dx. 因此
dx = x¯ d1. 根据定理 3.12 知, d 是 BL - 代数 A 的保序 ¯ - 导子.
定理 3.15 设A是BL -代数, d是A的一个强¯ -导子,定义Fd(A) = {x ∈ A : dx = x},

则 Fd(A) 是 A 的下集. 称 Fd(A) 为 d 的不动点集.
证 对于任意的 x ∈ Fd(A), 有 dx = x. 任取 y ∈ A, 若 y ≤ x, 由于 d 是 A 的一个强 ¯ -

导子, 根据推论 3.8 知 dy = y. 从而 y ∈ Fd(A), 因此 Fd(A) 是 A 的下集.
定理 3.16 BL - 代数 A 的每一个主 ¯ - 导子的不动点集都是 A 的格理想.
证 ∀a ∈ A,则主¯ -导子 da 是保序的强¯ -导子. 根据定理 3.15得 da 的不动点集 Fda

是A的下集,从而对任意的 x, y ∈ A,当 x ≤ y 和 y ∈ Fda
时有 x ∈ Fda

. 另一方面, ∀x, y ∈ A,
若 x, y ∈ Fda

(A), 则 dax = x, day = y. 从而 da(x ∨ y) = a ¯ (x ∨ y) = (a ¯ x) ∨ (a ¯ y) =
dax ∨ day = x ∨ y, 故 x ∨ y ∈ Fda

(A), 因此 Fda
(A) 是 A 的格理想.

定理 3.17 设 A 是 BL - 代数, d 是 A 的强 ¯ - 导子. 若 d1 ∈ B(A), 则下列结论成立:
(1) d1 ∈ Fd(A);
(2) 若 d 是保序 ¯ - 导子, 则对于任意的 x ∈ A 有 dn(x) = dx.
证 (1) 由于 d(d1) = d(1¯ d1) = (d1¯ d1)∨ (1¯ dd1) = d1∨ dd1 = d1, 故 d1 ∈ Fd(A).
(2) 设 d 是保序的强 ¯ - 导子, 且 d1 ∈ B(A), 由定理 3.11 知, 对于任意的 x ∈ A,

dx = d1 ¯ x 成立, 从而 d(dx) = d1 ¯ dx = d1 ¯ d1 ¯ x = d1 ¯ x = dx. 由归纳法可得
dn(x) = dx.
接下来用 BL - 代数的 ¯ - 导子的不动点集来刻画 Gödel 代数.
定理 3.18 设 A 是 BL - 代数, 则以下结论等价:
(1) ∀a ∈ A, 主 ¯ - 导子 da 满足 Fda

(A) = [a];
(2) A 是一个 Gödel 代数.
证 (1) ⇒ (2) ∀a ∈ A, 设 Fda

(A) = [a]. 由于 a ∈ [a], 则 a ∈ Fda
(A), 从而有

a¯ a = da(a) = a 成立, 故 A 是一个 Gödel 代数.
(2) ⇒ (1) 设 A 是一个 Gödel 代数, 对任意 x ∈ A, 则 x ¯ x = x 成立. 注意到

da(a) = a¯ a = a, 则有 a ∈ Fda
(A), 并且 da 是保序的强¯ - 导子. 根据定理 3.15 得, Fda

(A)
是 A 的下集. 因此, 对于任意的 x ∈ A, 当 x ≤ a 时, 有 x ∈ Fda

(A), 从而 [a] ⊆ Fda
(A). 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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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A) ⊆ [a]. 任取 x ∈ Fda

(A), 则 da(x) = x = a¯ x ≤ a ∧ x. 从而 x = a ∧ x, 即 x ≤ a. 这
就证明了 x ∈ [a]. 因此 Fda

(A) = [a].

定理 3.19 设 A 是一个 BL - 代数, I 是 A 的有限格理想且 I ⊆ B(A), 则在 A 上存在

一个 ¯ - 导子 d, 使得 Fd(A) = I.

证 由于 I 是 A 的有限格理想, 则
∨

b∈I b = a ∈ I. 设映射 d : A → A 为 dx = x ¯ a,
∀x ∈ A. 根据定理 3.12 知, d 是 A 的一个 ¯ - 导子. 下证 Fd(A) = I. 任取 x ∈ I ⊆ B(A), 则
dx = a¯ x = a ∧ x = x, 即 x ∈ Fd(A), 则 I ⊆ Fd(A). 另一方面, 对于任意的 x ∈ Fd(A), 则
有 x = dx = a¯ x ≤ a. 由于 I 是 A 的格理想, 则 x ∈ I, 从而 Fd(A) ⊆ I. 因此 Fd(A) = I.

定理 3.20 设 A 是一个线性 BL - 代数. 若 d 是 A 的保序强 ¯ - 导子, 则 Fd(A) 是 A

的格素理想.

证 注意到 d 是线性 BL - 代数 A 的保序强 ¯ - 导子, 根据定理 3.10 知, 对于任意的
x, y ∈ A, 有 d(x ∨ y) = dx ∨ dy. 若 x, y ∈ Fd(A), 则 dx = x, dy = y. 从而 d(x ∨ y) =
dx∨ dy = x∨ y, 故 x∨ y ∈ Fd(A). 又由定理 3.15 知 Fd(A) 是 A 的下集, 因此 Fd(A) 是 A 的

格理想. 设 x ∧ y ∈ Fd(A). 由于 A 是线性的, 则 x ≤ y 或者 y ≤ x. 不妨设 x ≤ y, 由 d 是保

序的可知 dx ≤ dy. 根据定理 3.10 知 dx = dx ∧ dy = d(x ∧ y) = x ∧ y = x, 即 x ∈ Fd(A). 因
此 Fd(A) 是 A 的格素理想.

上述定理的逆命题是否成立还未给出肯定的解答, 但加上一定的条件后, 上述定理的逆
命题成立.

定理 3.21 设 A 是一个 BL - 代数, 则下列结论等价：

(1) A 是一个线性 Gödel 代数;

(2) 每一个主 ¯ - 导子 da 满足 Fda
(A) = [a] 且 Fda

(A) 是 A 的格素理想.

证 (1) ⇒ (2) 对任意 a ∈ A, 根据定理 3.18 可得, Fda
(A) = [a]. 由于任一主 ¯ - 导子都

是保序的强 ¯ - 导子, 由定理 3.20 可知, Fda
(A) 是 A 的格素理想.

(2) ⇒ (1) 根据定理 3.18 可得 A 是一个 Gödel 代数, 下证 A 是线性的. 设 x, y ∈ A.
考虑主 ¯ - 导子 dx∧y, 有 dx∧y(t) = t ¯ (x ∧ y), 则 dx∧y 是一个保序强 ¯ - 导子. 由于
dx∧y(x ∧ y) = (x ∧ y) ¯ (x ∧ y) = x ∧ y, 即 x ∧ y ∈ Fdx∧y

(A). 根据假设 Fdx∧y
(A) 是 A 的

格素理想, 从而有 x ∈ Fdx∧y
(A) 或 y ∈ Fdx∧y

(A). 不妨设 x ∈ Fdx∧y
(A), 则 x = dx∧yx =

x¯ (x ∧ y) ≤ x ∧ y ⇒ x = x ∧ y, 因此 x ≤ y, 即 A 是一个线性 Gödel 代数.

4 结束语

本文将导子理论应用到 BL - 代数上, 引入了 BL - 代数的 ¯ - 导子的概念. 通过 BL - 代
数的 ¯ - 导子讨论了 BL - 代数的相关性质. 进而定义了强 ¯ - 导子, 重点讨论了强 ¯ - 导子
的性质. 研究了 BL - 代数上的 ∧ - 导子和 BL - 代数 ¯ - 导子的关系. 对 BL - 代数上的 ¯ -
导子 d, 通过定义集合 Fd(A) = {x ∈ A : dx = x}, 证明了 Fd(A) 是 A 的下集. 引入了主 ¯ -
导子 da 为 dax = a¯ x, 得到以下结果

(1) 一个 BL - 代数 A 是Gödel 代数的充要条件是, 每一个主¯ - 导子 da 满足 Fda
(A) =

[a].

(2) 一个 BL - 代数是线性 Gödel 代数的充要条件是, 每一个主 ¯ - 导子 da 满足

Fda
(A) = [a] 且 Fda

(A) 是 A 的格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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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RIVATIONS OF BL-ALGEBRAS

XIN Xiao-long, FENG Min, YANG Yong-wei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per, the ¯-derivations of BL-algebras is introduced and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isotone property, the fixed set and lattice id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sotone

∧-derivation and an isotone ¯-derivation is discussed,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s of Gödel algebras

and liner Gödel algebras are given, which extends the derivation theory of logic algeb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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