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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型论及其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是为了给数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模
型论课而写的，它的主要内容是模型论的基本原理和它在计算机科学中的计算复杂度理论和机器证明
等方面的应用。
本书共二十章节，内容包括模型论的发生与发展、关于集合论的准备知识、模型论的形式语言、模型
的基本性质、紧致性定理与LST定理等。
本书给供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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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三章无原子布尔代数理论的计算复杂度 13.1 一个系统的定理判定的计算复杂度 在这一
章里我们要介绍在理论判定的计算复杂度的研究中应用模型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在计算机的理论研究中常常会遇到一个系统的定理判定的计算复杂度问题。
首先我们对一个系统的判定所需的时间的数量级是一个什么函数作以下几点说明： （1）所谓系统是
指一个公理系统和它所定义的全体模型。
例如布尔代数系统，可换群系统等。
 （2）系统的判定是指对这个系统的所对应的语言的全体语句正确与否提出证明或者辨别的统一过程
。
 （3）系统的计算复杂度是指判定这个系统定理的过程的复杂度计量。
为了要对这个过程进行测定我们使用Turing机。
首先将系统的判定过程转化为一个Turing机，而系统的定理将成为Turing机的输入。
这个Turing机的输出就是“yes”或者“Do”，“yes”是说该输入是一个定理，而“no”就说该输入不
是一个定理。
系统的判定过程的复杂度就用这个Turing机的输入和所用的时间与空间的比例函数来衡量。
 （4）为了计算这个复杂度，系统的定理必须用记号来输入。
这样一来模型论就派上了用场。
系统的每一个定理都通过模型论用一个逻辑式子来表达，这个式子所用的记号的总数就计算为输入的
长度。
 （5）当系统的定理输入到了这个Turing机，机器开始运行直到得到输出Turing机停了下来。
从Turin9机开始运行到Turing机停机所用到的Turing步子数目作为计算机器所耗费的时间，而所用到
的Turing方格（胞腔，cell）数目就作为计算机器所耗费的空间。
假设Turing机的输入的长度为n机器运行所耗费的步子数目为。
f（n），机器运行所耗费的空间数目为g（n），系统的时间复杂度就是f（n），系统的空间复杂度就
是g（n）。
 （6）Turing机对相同长度的不同的输入可能反应是不一样的，对某些输入机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
了结论而对另外一些输入机器却需要运转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结论。
我们要考虑对所有长度为n的输入，机器运转所需的时间中最长的时间作为Thring机的时间复杂度f（n
），同时也在把机器运转所需的空间中消耗最多的空间作为Turing机的空间复杂度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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