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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G 是一个n阶图.
 

众所周知,
 

两个图G 和H 色等价当且仅当它们的补图伴随等价.
 

可见伴随多项式是研究

图的色多项式的一种有效途径.
 

本文通过比较伴随多项式的最小根,
 

最终计算了K1 ∪Pm 的伴随等价图的个数以

及它的伴随等价图类.
 

进一步,
 

计算了K1 ∪Pm 的色等价图的个数以及它的色等价图类,
 

这里K1 和Pm 分别表示

一个孤立点和m 个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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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t
 

G
 

be
 

a
 

graph
 

with
 

order
 

n.
 

It
 

is
 

well
 

known
 

that
 

two
 

graphs
 

G
 

and
 

H
 

are
 

chromatically
 

equivalent
 

if
 

and
 

only
 

if
 

their
 

complementary
 

graphs
 

are
 

adjoint
 

equivalencet.
 

It
 

can
 

be
 

seen
 

that
 

adjoint
 

polynomials
 

are
 

an
 

effective
 

way
 

to
 

study
 

the
 

chromatic
 

polynomials
 

of
 

graphs.
 

By
 

comparing
 

the
 

mini-
mum

 

roots
 

of
 

adjoint
 

polynomials,
 

this
 

paper
 

finally
 

calculates
 

the
 

number
 

of
 

adjoint
 

equivalent
 

graphs
 

of
 

K1∪Pm
 and

 

the
 

class
 

of
 

adjoint
 

equivalent
 

graphs
 

are
 

also
 

calculated.
 

Furthermore,
 

the
 

number
 

of
 

chro-
matic

 

equivalent
 

graphs
 

of
 

K1∪Pm
 and

 

the
 

class
 

of
 

chromatic
 

equivalent
 

graphs
 

of
 

K1∪Pm
 are

 

also
 

calcu-
lated.

 

Here,
 

K1
 and

 

Pm
 represent

 

an
 

isolated
 

vertex
 

and
 

a
 

path
 

of
 

m
 

vertic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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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考虑有限无向的简单图.
 

对于图G,
 

令G,V(G),E(G),χ(G)分别为图G 的补图、
 

点集、
 

边集、
 

色数.
 

Kn,Pn 和Cn(n≥3)分别表示n个点的完全图、
 

路和圈.
 

K1 表示一个孤立点.
 

Dn 表示C3 上的一点

与路Pn-2 的一个端点黏结后得到的图.
 

Ti,j,k 表示只有1个3
 

度点,
 

3个1
 

度点,
 

且这个3
 

度点到3个1度

点的距离分别为i,j,k的树.
 

NG(v)表示G 中所有与点v邻接的点构成的集合.
 

G ∪H 表示图G 与图H
的不交并,

 

mG 表示m 个G 的不交并.
设G 是一个n阶图.

 

用λ种颜色对图G 的顶点进行着色,
 

使得相邻顶点着不同色的方法数是λ的一个

多项式,
 

被称为图G 的色多项式,
 

记为P(G,
 

λ).
 

若两个图G 和H 的色多项式相等,
 

则称这两个图是色等

价的,
 

记为G ~PH,
 

与图G 色等价的所有图构成的集合记为[G]p,
 

称为图G 的色等价图类.
 

若与图G 色

等价的任何图H 均有H ≅G,
 

即[G]p ={G},
 

则称图G 是色唯一的.
 

文献[1]首次定义了图的色等价和色

唯一的概念.
 

为了研究图的色多项式,
 

文献[2]提出了伴随多项式的概念,
 

如果P(G,
 

λ)=∑
n

i=1
α(G,

 

i)(λ)i

为图G 的补图G 的色多项式,
 

则

h(G,
 

x)=∑
n

i=1
α(G,

 

i)xi

称为图G 的伴随多项式,
 

这里的(λ)i=λ(λ-1)…(λ-i+1).
 

到目前为止,
 

关于这方面已经有了大量

的研究成果[3-8].
 

若两个图G 和 H 的伴随多项式相等,
 

则称这两个图是伴随等价的,
 

记为G ~ H.
 

与图

G伴随等价的所有图构成的集合记为[G].
 

若与图G伴随等价的任何图H 均有H ≅G,
 

则称图G是伴随

唯一的.
 

由伴随多项式和色多项式之间的关系容易发现:
 

两个图G 和 H 色等价当且仅当它们的补图伴

随等价,
 

图G 色唯一当且仅当它的补图伴随唯一.
 

利用伴随多项式研究图的色性这方面已有了大量的结

果[9-18].
 

用β(G)表示伴随多项式h(G,
 

x)的最小实根.
 

文献[15]
 

得到了β(G)>-4的所有图G.
 

文献

[16]给出了β(G)>-4的所有图之间伴随等价的一个规律,
 

且给出了其中两个图之间变化的12个伴随

等价关系,
 

称为伴随等价桥.
 

然而,
 

对于给定的图G,
 

完全确定集合[G]p 是很困难的.
 

文献[17]确定了

集合[Pm]p,
 

文献[18]得到了与K1 ∪Pm0
的补图有相同色划分的图.

 

本文充分利用伴随等价桥,
 

通过

比较两个图伴随多项式最小根的方法得到了集合[K1 ∪Pm],
 

因此也得到了集合[K1 ∪Pm]p.
为了找到K1∪Pm(m≥2)的所有伴随等价图,

 

按m+1所含的最大奇因数是1,3,5,9,15或其他奇数

分为6种情形.
 

为方便,
 

用δ(G)表示图G 的所有不同构的伴随等价图的个数.
 

δ(G)=1当且仅当G 是伴

随唯一的.
 

为方便读者阅读,
 

下面列出文献[16]中的12个等价桥:

(1)
 

P2m+1 ~Pm ∪Cm+1(m ≥3);

(2)
 

T1,1,n ~K1 ∪Cn+2(n≥2);

(3)
 

T1,2,n ~K1 ∪Dn+3;

(4)
 

P4 ~K1 ∪C3;

(5)
 

K1 ∪P5 ~P2 ∪T1,1,1;

(6)
 

C4 ~D4;

(7)
 

P2 ∪C6 ~P3 ∪D5;

(8)
 

P2 ∪C9 ~P5 ∪D6;

(9)
 

K1 ∪C9 ~T1,1,1 ∪D6;

(10)
 

P2 ∪C15 ~P5 ∪C5 ∪D7;

(11)
 

K1 ∪C15 ~T1,1,1 ∪C5 ∪D7;

(12)
 

C15 ∪D6 ~C5 ∪C9 ∪D7.

定理1  若m+1=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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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K1 ∪Pm)=
1 n=1
n(n+3)
2 -1 n≥2









  
 

若m+1=3×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δ(K1 ∪Pm)=
n n=1,2
n(n-1)
2 +2 n≥3









  
 

若m+1=5×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δ(K1 ∪Pm)=n2+1

  
 

若m+1=9×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δ(K1 ∪Pm)=
1 n=1
n(n+1)
2 +1 n≥2









  
 

若m+1=15×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δ(K1 ∪Pm)=
1 n=1
n(n+1)
2 +1 n≥2









  
 

若m+1=2n-1(2k+1)对某对正整数n,k(≠1,2,4,7)成立,
 

则

δ(K1 ∪Pm)=
n(n+1)
2

  证  设 H ~K1 ∪Pm,
 

H1 是 H 的一个连通分支,
 

使得β(H1)=β(Pm),
 

H =H1 ∪H2.


 

当n=1时,
 

由文献[16]中的推论3.2知K1∪P3 是伴随唯一的.
 

对n≥2用数学归纳法.
 

当n=2
时,

 

比较两边的最小实根,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知H1=P7,C4,D4,T1,1,2.
若 H1=P7,

 

由K1 ∪P7 ~H =P7 ∪H2 得 H2 ~K1,
 

由K1 伴随唯一得到 H2=
 

K1.
若 H1= C4,

 

利用伴随等价桥(1),
 

H = C4 ∪H2 ~K1∪P7 ~K1∪P3∪C4,
 

从而得到 H2 ~
K1 ∪P3,

 

再由文献[16]中的推论3.2知K1 ∪P3 伴随唯一,
 

所以 H2= K1 ∪P3.
若 H1= D4,

 

利用伴随等价桥(1)和(6),
 

H = D4∪H2 ~K1∪P7 ~K1∪P3∪D4,
 

从而得到

H2= K1 ∪P3.
若H1=T1,1,2,

 

利用伴随等价桥(1)和(2),
 

H =T1,1,2∪H2 ~K1∪P7 ~K1∪P3∪C4 ~P3∪
T1,1,2,

 

从而得到 H2=
 

P3.
 

故δ(K1 ∪P7)=4.
假设结论对n-1(n≥3),

 

即m'+1=2n 成立.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
 

知H1=Pm,Cm2+1
,T1,1,m2-1.

若 H1=Pm,
 

由K1 ∪Pm ~H =Pm ∪H2,
 

得 H2=K1.
若 H1=Cm2+1

,
 

利用伴随等价桥(1),

H =Cm2+1 ∪H2 ~K1 ∪Pm ~K1 ∪Pm2 ∪Cm2+1

从而得到 H2 ~K1 ∪Pm2.
 

由归纳假设,
 

这样的 H2 共有
(n-1)(n+2)

2 -1个.

若 H1=T1,1,m2-1
,

 

利用伴随等价桥(1)和(2),

H =T1,1,m2-1 ∪H2 ~K1 ∪Pm ~T1,1,m2-1 ∪Pm2

从而得到 H2 ~Pm2.
 

再由文献[17]中的定理1
 

知这样的 H2 共有n 个.
故

δ(K1 ∪Pm)=1+
(n-1)(n+2)

2 -1+n=
n(n+3)
2 -1

  
 

当n=1时,
 

由文献[16]中的推论3.2知K1∪P2 是伴随唯一的.
 

当n=2时,
 

由文献[16]中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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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2.7知H1=P5,T1,1,1,
 

相应地,
 

H2~K1 或H2~P2,
 

进一步得到H2=
 

K1,P2.
 

故δ(K1∪P5)=2.
 

对n≥3用数学归纳法.
 

当n=3时,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知 H1=P11,C6,T1,1,4,D5,T1,2,2.
若 H1=P11,

 

由 H =P11 ∪H2 ~K1 ∪P11 得 H2=K1.
若H1=C6,

 

利用伴随等价桥(1),
 

H =C6∪H2 ~K1∪P11 ~K1∪P5∪C6,
 

得H2 ~K1∪P5,
 

又由n=2的情形知 H2=K1 ∪P5,P2 ∪T1,1,1.
若 H1=T1,1,4,

 

利用伴随等价桥(1)和(2),
 

H =T1,1,4∪H2 ~K1∪P11 ~K1∪P5∪C6 ~P5∪
T1,1,4,

 

从而得到 H2 ~P5,
 

由文献[16]中的推论3.2知P5 是伴随唯一的,
 

所以 H2=P5.
若 H1=D5,

 

利用伴随等价桥(1),(5)和(7),
 

H =D5∪H2 ~K1∪P11 ~K1∪P5∪C6 ~P2∪
T1,1,1 ∪C6~P3∪D5∪T1,1,1,

 

从而得到H2~P3∪T1,1,1,
 

又由文献[16]中的推论3.2知P3∪T1,1,1

是伴随唯一的,
 

所以 H2=P3 ∪T1,1,1.
若 H1=T1,2,2,

 

利用伴随等价桥(1),(3)和(7),
 

H =T1,2,2 ∪H2 ~K1∪D5∪H2 ~K1∪P11 ~
K1 ∪P5∪C6 ~P2∪T1,1,1∪C6 ~P3∪D5∪T1,1,1,

 

从而得到K1∪H2 ~P3∪T1,1,1,
 

由于P3∪
T1,1,1 是伴随唯一的,

 

所以这样的 H2 是不存在的.
 

故δ(K1 ∪P11)=5.
假设结论对n-1(n≥3),

 

即m'+1=3×2n-2 成立.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知 H1=Pm,Cm2+1
,

T1,1,m2-1.
 

同  类似,
 

我们得到H2 ~K1,K1∪Pm2
,Pm2.

 

由归纳假设和文献[17]中的定理1
 

知,
 

这样的

H2 分别有1
 

个,
 (n-1)(n-2)

2 +2个或n-2个,
 

故

δ(K1 ∪Pm)=1+
(n-1)(n-2)

2 +2+n-2=
n(n-1)
2 +2

  
 

当n=1时,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知H1=P4,C3,
 

相应地,
 

H2~K1,2K1,
 

进一步,
 

H2=
 

K1,2K1.
 

故δ(K1∪P4)=2.
 

对n≥2用数学归纳法.
 

当n=2时,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知H1=P9,C5,T1,1,3.
若 H1=P9,

 

由 H =P9 ∪H2 ~K1 ∪P9 得 H2=K1.
 

H1=C5,
 

利用伴随等价桥(1),
 

H =C5∪H2 ~K1∪P9 ~K1∪P4∪C5,
 

得H2 ~K1∪P4,
 

又

由n=1的情形知 H2=K1 ∪P4,2K1 ∪C3.
若H1=T1,1,3,

 

利用伴随等价桥(1)和(2),
 

H =T1,1,3∪H2 ~K1∪P9 ~K1∪P4∪C5 ~P4∪
T1,1,3,

 

得 H2 ~P4,
 

又由文献[17]中的定理1得 H2=P4,K1 ∪C3.
 

故δ(K1 ∪P9)=5.
假设结论对n-1(n≥3),

 

即m'+1=5×2n-2 成立.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
 

知 H1=Pm,Cm2+1
,

T1,1,m2-1.
 

同  类似,
 

我们得到H2 ~K1,K1∪Pm2
,Pm2.

 

由归纳假设和文献[17]中的定理1
 

知,
 

这样的

H2 分别有1个,
 

(n-1)2+1个或2(n-1)个,
 

故

δ(K1 ∪Pm)=1+(n-1)2+1+2(n-1)=n2+1

  
 

当n=1时,
 

由文献[16]中的推论3.2知K1∪P8 是伴随唯一的.
 

对n≥2用数学归纳法.
 

当n=2
时,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知H1=P17,C9,T1,1,7,D6,T1,2,3.
若 H1 是前4个图,

 

相应地,
 

H2~K1,K1∪P8,P8,P8∪T1,1,1,
 

由文献[16]中的推论3.2知这些图

都是伴随唯一的,
 

所以 H2=K1,K1 ∪P8,P8,P8 ∪T1,1,1.
若 H1=T1,2,3,

 

利用伴随等价桥(1),(3)和(9),
 

H =T1,2,3 ∪H2 ~K1∪D6∪H2 ~K1∪P17 ~
K1 ∪P8 ∪C9 ~P8 ∪T1,1,1∪D6,

 

得K1∪H2 ~P8∪T1,1,1,
 

又由于P8∪T1,1,1 是伴随唯一的,
 

所

以这样的 H2 是不存在的.
 

故δ(K1 ∪P17)=4.
假设结论对n-1(n≥3),

 

即m'+1=9×2n-2 成立.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知 H1=Pm,Cm2+1
,

T1,1,m2-1.
 

同  类似,
 

我们得到H2 ~K1,K1∪Pm2
,Pm2.

 

由归纳假设和文献[17]中的定理1
 

知,
 

这样的

H2 分别有1个,
 n(n-1)

2 +1个或n-1个,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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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K1 ∪Pm)=1+
n(n-1)
2 +1+n-1=

n(n+1)
2 +1

  
 

证明与  类似.
  

 

对n≥1用数学归纳法.
 

当n=1时,
 

由文献[16]中的推论3.2知K1∪P2k 是伴随唯一的.
 

假设

结论对n-1(n≥3),
 

即m'+1=2n-2×(2k+1)(k≠1,2,4,7)成立.
 

由文献[16]中的引理2.7知H1=
Pm,Cm2+1

,T1,1,m2-1.
 

同  类似,
 

我们得到H2 ~K1,K1∪Pm2
,Pm2.

 

由归纳假设和文献[17]中的定理1
 

知,
 

这样的 H2 分别有1个,
 n(n-1)

2
个或n-1个,

 

故

δ(K1 ∪Pm)=1+
n(n-1)
2 +n-1=

n(n+1)
2

  若m+1=2n+1 对某个正整数n成立,
 

或m+1=2n-1×(2k-1)(k≠2)对某对正整数n,k成立,
 

令

Ω1={Pm1
,

 

Pm2 ∪Cm2+1
,

 

Pm3 ∪Cm2+1 ∪Cm3+1
,

 

…,
 

Pmn ∪Cm2+1 ∪Cm3+1 ∪ … ∪Cmn+1}

若m+1=3×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令

Ω2={Pm1
,

 

Pm2 ∪Cm2+1
,

 

Pm3 ∪Cm2+1 ∪Cm3+1
,

 

…,
 

Pmn-1 ∪Cm2+1 ∪Cm3+1 ∪ … ∪Cmn-1+1
}

若m+1=5×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令

Ω3={K1 ∪C3 ∪Cm2+1 ∪Cm3+1 ∪ … ∪Cmn+1,
 

C3 ∪T1,1,m2-1 ∪Cm3+1 ∪ … ∪

Cmn+1,
 

…,
 

C3 ∪Cm2+1 ∪Cm3+1 ∪ … ∪T1,1,mn-1}

这里的m1=m,
 

mi+1=
mi-1
2

(i=1,2,…,n-1),
 

集合Ω1,Ω2 和Ω3 分别有n,n-1和n个图.
 

文献[17]

确定了集合[Pm]如下:

  若m+1=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Pm]=
{P3} n=1

Ω1 ∪ {P3 ∪Cm2+1 ∪Cm3+1 ∪ … ∪D4} n≥2 
  若m+1=3×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Pm]=

{P2} n=1
{P5} n=2

Ω2 n≥3










  若m+1=5×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Pm]=Ω1 ∪Ω3;

  若m+1=2n-1×(2k+1)(k≠1,2)对某对正整数n 和k成立,
 

则[Pm]=Ω1.

  若m+1=2n+1 对某个正整数n成立,
 

或m+1=2n-1×(2k-1)(k≠2)对某对正整数n,k成立,
 

由

等价桥(2)我们知道,
 

集合Ω1 中的每一个含有圈分支的图中的每一个圈与一个孤立点K1 相遇就会等价于

一个T-形分支.
 

令

Φ1={Pm2 ∪T1,1,m2-1
,

 

Pm3 ∪T1,1,m2-1 ∪Cm3+1
,

 

Pm3 ∪Cm2+1 ∪T1,1,m3-1
,

 

…,
 

Pmn ∪T1,1,m2-1 ∪Cm3+1 ∪ … ∪Cmn+1,
 

Pmn ∪Cm2+1 ∪T1,1,m3-1 ∪ … ∪Cmn+1,
 

…,
 

Pmn ∪Cm2+1 ∪Cm3+1 ∪ … ∪T1,1,mn-1}

它就是集合Ω1 中的每一个含有圈分支的图中的一个圈与一个孤立点K1 相遇等价于一个T-形分支后形成

的集合,
 

所以Φ1 中共有
n
2  个图.

 

令Θ1={K1 ∪H:
 

H ∈Ω1}∪Φ1,
 

则|Θ1|=
n+1
2  .

若m+1=2n+1 对某个正整数n成立,
 

由等价桥(6),
 

Θ1 中的图K1∪P3∪C4∪C8∪ … ∪Cm2+1
等

价于K1∪P3∪D4∪C8∪…∪Cm2+1
,

 

再利用等价桥(2)使得图K1∪P3∪D4∪Cm2+1∪…∪Cmn-1+1

中的每一个圈分支与一个孤立点K1 相遇就会等价于一个T-形分支,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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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1={K1 ∪P3 ∪Cm2+1 ∪ … ∪Cmn-1+1
,

 

P3 ∪T1,1,6 ∪C16 ∪ … ∪Cm2+1
,

 

P3 ∪C8 ∪T1,1,14 ∪ … ∪Cm2+1
,

 

…,
 

P3 ∪C8 ∪C16 ∪ … ∪T1,1,m2-1
}

则Δ1 中共有
n-1
1  个图.

若m+1=3×2n-1,
 

n≥3.
 

由等价桥(2)知集合Ω2 中的每一个含有圈分支的图中的每一个圈与一个

孤立点K1 相遇就会等价于一个T-形分支.
 

令

Φ2={Pm2 ∪T1,1,m2-1
,

 

Pm3 ∪T1,1,m2-1 ∪Cm3+1
,

 

Pm3 ∪Cm2+1 ∪T1,1,m3-1
,

 

…,
 

Pmn-1 ∪T1,1,m2-1 ∪Cm3+1 ∪ … ∪Cmn-1+1
,

 

Pmn-1 ∪Cm2+1 ∪T1,1,m3-1 ∪ … ∪Cmn-1+1
,

 

…,
 

Pmn-1 ∪Cm2+1 ∪Cm3+1 ∪ … ∪T1,1,mn-1-1
}

它就是集合Ω2 中每一个含有圈分支的图中的一个圈与一个孤立点K1 相遇等价于一个T-形分支后形成的

集合,
 

所以Φ2 中共有
n-1
2  个图.

 

令Θ2={K1∪H:
 

H ∈Ω2}∪Φ2,
 

则|Θ2|=
n
2  .

 

另外,
 

由等价桥

(5),
 

集合Θ2 中的图K1∪P5∪C6∪…∪Cm2+1
等价于图P2∪T1,1,1∪C6∪…∪Cm2+1

和T1,1,1∪P3∪

D5∪C12∪ … ∪Cm2+1.

若m+1=5×2n-1,
 

K1∪Pm 的等价图除集合Θ1 中的图外,
 

还有集合{K1∪H:
 

H ∈Ω3}中的图.
 

由等价桥(2),
 

{K1 ∪H:
 

H ∈Ω3}中的图2K1∪C3∪C5∪ … ∪Cm2+1
中除C3 外的任何两个圈与两个

孤立点2K1 相遇就会等价于两个T-形分支.
 

令

Δ2={C3 ∪T1,1,3 ∪T1,1,8 ∪ … ∪Cm2+1
,

 

C3 ∪C5… ∪T1,1,m3-1 ∪T1,1,m2-1
}

则Δ2 中共有
n-1
2  个图.

若m+1=9×2n-1,
 

n≥2,
 

K1∪Pm 的等价图除集合Θ1 中的图外,
 

还包含图P8∪T1,1,1∪D6∪
C18 ∪ … ∪Cm2+1.

 

由等价桥(9),
 

集合Θ1 中的图K1∪P8∪C9∪ … ∪Cm2+1
等价于图P8∪T1,1,1∪

D6 ∪C18 ∪ … ∪Cm2+1.

若m+1=15×2n-1,
 

n≥2,
 

K1∪Pm 的等价图除集合Θ1中的图外,
 

还包含图P14∪T1,1,1∪C5∪D7∪
C30∪…∪Cm2+1.

 

由等价桥(11),
 

集合Θ1中的图K1∪P14∪C15∪…∪Cm2+1
等价于图P14∪T1,1,1∪C5∪

D7∪C30∪…∪Cm2+1.
于是,

 

我们得到下面的结果:

定理2 
 

若m+1=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K1 ∪Pm]=
{K1 ∪P3} n=1

Θ1 ∪ {D4 ∪H:
 

H ∈Δ1} n≥2 
  

 

若m+1=3×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K1 ∪Pm]=
{K1 ∪P2} n =1

Θ2 ∪ {
 

P2 ∪T1,1,1 ∪C6 ∪ … ∪Cm2+1
,

 

T1,1,1 ∪P3 ∪D5 ∪C12 ∪ … ∪Cm2+1
} n≥2 

  
 

若m+1=5×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K1 ∪Pm]=Θ1 ∪ {K1 ∪H:
 

H ∈Ω3}∪Δ2

  
 

若m+1=9×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K1 ∪Pm]=
{K1 ∪P8} n=1

Θ1 ∪ {P8 ∪T1,1,1 ∪D6 ∪C18 ∪ … ∪Cm2+1
} n≥2 

  
 

若m+1=15×2n-1 对某个正整数n 成立,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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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Pm]=
{K1 ∪P14} n=1

Θ1 ∪ {P14 ∪T1,1,1 ∪C5 ∪D7 ∪C30 ∪ … ∪Cm2+1
} n≥2 

  
 

若m+1=2n-1(2k+1)对某对正整数n,k(≠1,2,4,7)成立,
 

则[K1 ∪Pm]=Θ1.
证  由文献[16]中的等价变换规律,

 

这些图均等价于K1 ∪Pm,
 

且图的个数也等于δ(K1 ∪Pm).

推论1 对于定理2中m 的不同类型,
 

[K1∪Pm]P 就是定理2所述的每个集合中图的补图构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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