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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理想是研究J1̂2,D代数类的结构及同余关系的一

个重要工具"结合核理想的性质"使人们对抽象的相关

J1̂2,D代数类的结构及同余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有助于了解双重 /7(+5代数的结构" 所得结论为其它

J1̂2,D代数类核理想性质的研究提供了方法" 同时丰

富了序代数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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