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012),+ 3+045*6078(./105+159:+;0+55*0+;!<,7)*,-/105+15:=070(+"

>(-?!"@<(?#

AB*?#"$%

收稿日期!#"$%D"$D$C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作者简介!赵秀兰!$JH#D"$女$河南商水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序代数结构方面的研究$!:DK,0-" U0)-,+LM$#CN1(K

文章编号!!"#$%!&'(")*!##*)%**(+%*$ ,-.!!*/!!+"$01/2324/)*!#/*)/!(

伪补 -;D<?F代数核理想同余关系的注记

赵秀兰
$

$ 陈丽娟
#

!$N黄河科技学院数理部" 郑州 &G""C!-#N河南工程学院理学院" 郑州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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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理想判别定理以及具有核理想同余关系表达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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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伪补S1Q2,K代数核理想及其同余关系同构的结论&

这一结论有助于了解伪补S1Q2,K代数的代数结构&

参 考 文 献!

!" # X84[S [ T$\67: -$V6<89[ - ]%^O_M@J @>P=AI@E

H?BM LE=NKFOFJL>=J=DB@B?FD !- #% ]FJJND?O@B?FDE ?D

6>P=AI@$"++1/(3 0',*)3

D

,*"3 %

!( # X84[S [ T$ V6<89[ - ]% ^O_M@J @>P=AI@E !& #%

^`GFIK'^`GFIK 5D?Z=IE?BC aI=EE$"++2 %

!, # \67: -%Y?EBI?ANB?Z= 8@BB?O=E H?BM 5D@IC ^L=I@B?FDE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 # \67: -$ Q67: [%Y= &FIP@D @>P=AI@E H?BM KFNA>=

K=J?

D

LE=NKFOFJL>=J=DB@B?FD!-#%6OB@ &@BM=J@B?O@ TO?

D

=DB?@$()"" $,"X/2 0'"*",

D

"*(, %

!3 # X84[S [ T$\67: -%^D BM= =DKFJFILM?EJE FG ^O_

D

M@J @>P=AI@E H?BM LE=NKFOFJL>=J=DB@B?FD !- #% TBNK?@

8FP?O@$()"" $+. '(,1

D

(3) %

!* # 方捷$吴丽云%拟补 ^O_M@J代数的理想与滤子!-#%数

学学报$())2 $21 /2 0'*21

D

*3( %

!1 # 罗从文%&T

D代数的核理想!-#%应用数学$())" $"2 /" 0'

,+

D

2" %

!. # 张小红$刘三阳$刘用麟%伪 &U8

D代数 /QaX8

D代数0

的正则滤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 /3 0'.(+

D

.,( %

!+ # 方捷$沈吓妹%平衡半伪补 ^O_M@J代数的滤子!-#%模

糊系统与数学$()") $(2 /, 0',.

D

23 %

!") # 王雷波$方捷%几乎伪补格的核理想与 Q

D理想 !-#$

模糊系统与数学$()"( $(* /" 0'*"

D

** %

!"" # 牛超群$吴洪博%X<F 代数中的b 理想及其诱导的

商代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1 /, 0'(("

D

((2 %

!"( # 赵秀兰$马红娟$初元红$等%双重半伪补 K= &FIP@D

代数的滤子同余关系!-#%模糊系统与数学$()"3 $(+

/2 0'"+

D

(* %

!", # 赵秀兰$史西专%半伪补 &T 代数的理想及同余关

系!-#%模糊系统与数学$()"* $,) /( 0'31

D

*, %

!"2 # 赵秀兰$蒋红敬%平衡伪补 ^O_M@J代数的 ^理想!-#%

汕头大学学报$()"* $," /2 0'"+

D

(, %

!"3 # :<6[W9< :%8@BB?O= [M=FIC !&#%7=H 4FI_'Q%S%

\I==J@D @DK ]FJL@DC$"+1" %

KA=:4=>:<4.@4?IM=>NC34>;4G4I?:9=>2 =>O243@=;=FEI4F4>:-;D<?FKIN4HC?2

?5LV$<-N(!

X

$ U5>7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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