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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入了树半格 , 完整逆半群 , 齐次 Clif ford半群 , Clif fo rd核等概念.给出了树半格上的

齐次 Cliffo rd半群的一个结构定理 , 证明了在同构意义下 , 树半格上的齐次 C lif ford半群是且仅是

树半格上完整逆半群的 Clifford核.

关键词　　完整逆半群　齐次 Clif ford半群　Clifford核

　　从一个已知半群出发借助某种方法作扩张 , 从

而构造新的半群 , 这是半群理论的重要课题.

Munn方法就是从一个半格出发构造逆半群
[ 1]
.虽

然 Munn方法对于逆半群的研究意义重大 , 但仍有

缺陷.一般来说 , 由半格 E得到的 Munn半群 T 比

起一般的幂等元半格为 E 的逆半群 S 要 “瘦” 得

多 , 这是因为 T 的每一个 类的元素仅限于子半格

Ee到F f 的同构 , 因此要比 S的相对应的 类的元

素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更说明问题.我们知道 ,

Munn半群 T 上的最大幂等元分离同余是平凡的 ,

因而它的核只是 “干巴巴” 的 E 本身.而一般的以

E为幂等元半格的逆半群的最大幂等元分离同余的

核 (称为 C-核)是一个以 E 为幂等元半格的 Clif-

fo rd半群.正是因为这个 Cli fford半群使得 S 的每

一个 类比 T 的相应 类的元素多.出于这样的事

实 , 使我们考虑到 , 为了得到半格 E 上的逆半群 ,

可以不从 E 出发 , 而是从一个以 E 为幂等元半格的

C lif ford半群 C出发.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对于

任意的 Cli fford 半群 C , 能不能构造一个逆半群 S

使得:(i)S 是完整的 , (ii)S 的 C-核和 C 同构?

这里完整的定义将在本文中介绍.

在本文中 , 我们证明了:当 C 是齐次的 Clif-

fo rd半群时 , 满足上述条件的逆半群是可以构造出

来的.由于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见到相关的研究报

道 , 所以我们工作是走第一步.虽然我们的工作距

离终点还很远 , 但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有趣味 , 所

以我们想用自己的工作引起同行们的注意.

1　树半格

定义 1.1　设 E 是半格[ 2] , 称 E 是树半格 (简

称树), 如果:(i)E 有最小元;(ii)对于任意 a ,

b∈E当b<a时 , 存在唯一的一组元素 xi ∈E 使得

b=x0 , a=xn , x i 覆盖 x i-1(i=1 , 2 , … , n).称

b=x0 , x1 , … , xn=a为b到 a的覆盖链.

引理 1.1　设 E 是树 , a∈E(a≠0).则存在唯

一的元素b∈E 被a 覆盖.

证　设 0=x0 , x 1 , … , xn =a是 0到 a的覆盖

链 , 则 xn-1被 a 覆盖.若 c ∈ E 被 a 覆盖 , 令 0=

y0 , y 1 , … , ym =c是 0 到 c 的覆盖链 , 则 0=y0 ,

y1 , …, y m=c , a是 0到 a 的覆盖链 , 由唯一性 ,

可知 c=x n-1.

定义 1.2　设 E 是树 , a ∈ E(a≠0), a0 =a.

则 a1 是被 a 覆盖的唯一元素.若 ai ≠0 , 则记

a i+1=(a i)1 (被 ai 覆盖的唯一元素).

引理 1.2　设 E 是树 , a ∈E(a≠0).那么 (i)

存在唯一的正整数 n 使 an=0.称 n为 a 的高 , 记

为 h(a), 且令h(0)=0.(ii)若h(a)=n , 则 h(ai)=

n-i.(iii)若b<a , 则有 k 使b=ak .(iv)若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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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b), ab=ai , 则 ab=bi .

证　(i)设 0=x0 , x1 , … , x n=a是 0到 a的

覆盖链 , 则 a1 =xn-1 , a2 =xn-2 , …, an-1 =x1 ,

an=x0=0.(ii)由 (i)可知 a i =xn-i , 因为 0=

x0 , x 1 , … , xn-i =ai 是 0 到 ai 的覆盖链 , 因此

h(ai)=n-i.(iii)因为 b<a , 则有 b到 a 的覆盖

链 b =y0 , y 1 , … , yk =a , 因而 yk-1 =a1 , …,

y0 =ak . (iv)因为 h(ab)=h(a i)=h(a)-i =

h(b)-i , 且 ab <b , 所以 ab =bi .半格 E 上的

Munn半群 T E 的元素是所有 Ea 到 Eb 的同构

(a , b∈E)
[ 1]
.设α是Ea 到Eb 的同构 , β是 Ec 到

E f 的同构 , 则 αβ是 Ee 到 E f 的同构 , 其中 e =

(bc)α
-1
, f =(bc)β.

定理 1.3　设 E是树.那么(i)Ea 和Eb 同构

当且仅当h(a)=h(b), 此时 Ea到 Eb 的同构映射

只有一个 , 记为 (a , b);(ii)若α=(a ,b), β=(c ,d),

令bc=bi =cj , 则αβ=(ai , d j).

证　(i)由引理 1.2可知 , Ea={0=an , an-1 ,

…,a1 ,a}(n=h(a)), Eb={0 =bm , bm-1 , …, b1 , b}

(m=h(b)), 若 Ea和 Eb同构 , 则 n=m , 即 h(a)=

h(b).反之 , 若 h(a)=h(b), 令 α:ai ※bi(i=0 , 1 ,

…,n),显然 α是 Ea 到 Eb 的唯一同构.(ii)若 α=

(a ,b), β=(c , d), 则αβ=(e , f), 其中 e=(bc)α
-1
,

f =(bc)β, 因为 bc =bi =cj , 所以 e =(bc)α
-1
=

(bi)α-1 =a i , f =(bc)β=(cj)β=d j .

定义 1.3　设 E 是树.那么 (i)E0的恒等自同

构记为 0(显然 0是 T E 的零元);(ii)设α=(a ,b)

∈ TE , 称 h(a)(=h(b))为α的高 , 记为 h(α).

定理 1.4　设 E是树 , α, β ∈ T E.若α=(a ,b),

β=(c , d), 则 (i)α β a=c;(ii)α β b=d;

(iii)α β α=β;(iv)α β h(α)=h(β).

证　(i)在逆半群 TE 中 , α β αα
-1
=ββ

-1
,

因为α=(a , b), 所以αα-1是 Ea的恒等自同构 (记

为 1a).同理 , ββ-1=1c .因此α β  1a =1c  a=c.

(ii)因为 α
-1
α=1b , β

-1
β=1d , 所以在 T E 中α β

 1b=1d b=d.(iii)α β  α β且α β  a=c

且b=d α=β.(iv)设 α β, 则有 γ∈ T E 使α γ

且γ β.令γ=(e, f), 则a=e , f=d.因此h(a)=

h(e)=h(f)=h(d), 故 h(α)=h(β).反之 , 若

h(α)=h(β), 则 h(a)=h(d), 令 γ=(a , d), 则

α β且γ β , 因此 α β.

2　完整逆半群

若 E 是逆半群 (Clif fo rd半群)S 的幂等元半

格 , 则称 S 是E 上逆半群 (Clif fo rd半群)[ 3] .

定义 2.1　E 上逆半群 S 称为完整的 , 如果有

S 上幂等元分离同余ρ使S /ρ=T E .

引理 2.1　在定义 2.1中的同余 ρ必是最大幂

等元分离同余μ[ 4] .

证　设 aμb , 则在商半群 S/ρ中(aρ)μ(bρ).因

为 S/ρ=T E 是基本逆半群 , 所以 aρ=bρ, 因此 aρb.

这就表明μ ρ.因为 μ是最大的 , 所以 ρ=μ.

引理 2.2　设 E 是有限的 , 若 S 上同余ρ使

S /ρ=T E , 则 S 是完整的.

证　设 e∈E , 则 eρ是 T E 的幂等元.根据 Lal-

lemet引理[ 5] , TE 的幂等元必是E 的元素的象 , 因

此存在 E 到 T E 的幂等元半格 E 1 的满射.因为 E

是有限集 , 且和 E1 的元素个数相同 , 所以该映射

是一一映射.设 e , f ∈E , 若 eρ=fρ, 则 e=f .因

此ρ是幂等元分离同余.

引理 2.3　设 S 是E 上完整逆半群 , S/ρ=T E .

若 R 是 S 的 类 , Rρ={aρ a ∈ }是 T E 的 类.

证　显然 Rρ必在 TE 的 类 R1 中.设 a1 ∈ 1 ,

则有 a∈ S 使 aρ=a1.令 f ∈ E ∩R a , 则在 T E 中

(fρ) (aρ).令 e ∈E ∩R , 则 eρ∈ 1 .因而幂等元

eρ及 fρ同时在R 1 中 , 因此 eρ=fρ.因为 ρ是幂等

元分离同余 , 故 e=f .因为 f a , 所以 e a , 因

此 a ∈ .这就证明了 Rρ=R1 .

定理 2.4　设 S 是E 上完整逆半群 , S/ρ=T E .

若 H , D 各是 S 的 类和 类 , 则 Hρ, Dρ各是

T E 的 类和 类.

3　逆半群的 Clifford核

引理 3.1　设 S 是半格 E 上逆半群 , Cs ={x ∈

S ( e ∈ E)xe =ex}.则 (i)Cs =ke rμ={x ∈ S 

( e∈E)xμe};(ii)Cs 是 E 上 Clif fo rd半群.

证　结论 (i)是已知的
[ 2]
.(ii)由于 S 是逆半

群 , 所以 S上同余的核必是逆子半群且包含 E.当 x

∈ s时有 ex=xe( e∈E), 因此Cs是 Clifford半群.

定义3.1　若S 是E 上逆半群 , 则称Cs 为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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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if ford核 (简称为 C—核).

已知 Cliffo rd半群 Cs 是群的强半格 , 因此 , 对

于每一个 e ∈E 对应子群 Ge;若 e≥f , 则有 Ge 到

G f 的同态φef , 记 Cs=[ E ,Ge , φef ] .

定理 3.2　设 S 是 E 上完整逆半群.那么 (i)

Ge=He ∩Cs;(ii)若 Ee 和 E f 同构 , 则 Ge 和 G f

同构.

证　(i)子群 Ge 的单位元是 e , 因为 e 所在

类 He 是 e 为单位元的最大子群 , 因而 Ge  He , 故

Ge He ∩Cs.设 f ≠e , 则 H e ∩ H f =Υ.因此 Ge  

He ∩Cs.(ii)设 α是 Ee 到 E f 的同构 , 则 αα-1 =

1 e , α-1α=1 f .因此 1 e , 1 f 在 T E 的同一个 类

中.根据定理 2.4 , H e 和 H f 在 S 的同一个 类

中 , 因此存在 a ∈ e ∩ L f .根据 Green引理 , 映射

θa:x ※a
-1

xa 是 H e 到 H f 的同构 , θa-1 :y ※

aya
-1是 H f 到 H e 的同构 , θa 和 θa-1 互逆.设

x ∈Ge , 则 x ∈ s , 因而 xμg(g ∈ E), 因此

a
-1

xaμa-1
ga.因为 a

-1
ga ∈ E , 所以 a

-1
xa ∈ s ,

因此 xθa ∈Gf .这就证明了 Geθa  H f ∩Cs =Gf .同

理可证 Gfθa-1  He ∩Cs=Ge , 因此 Ge 和 G f 同构.

引理 3.3　设 S 是 E 上完整逆半群 , a ∈ e ∩

L f , α是Ee 到E f 的同构.若 g≤e , gα=h , 则 ah

∈ g ∩ Lh.

证　设φ是S 到S /ρ=T E 的自然同态 , 因为 a

∈ e ∩ L f , 所以 aφ∈ 1
e
∩L 1

f
.因此α=aφ是Ee 到

E f 的同构.因为 g ≤e , 所以 h =gα≤ f .因此

(f h)α
-1
=hα

-1
=g , (f h)1h =h.因而(ah)φ=

(aφ)(hφ)=α1h 是 Eg 到 Eh 的同构 , 因此 α1h =

R1
g
∩ L1

h
.根据定理 2.4 , ah∈ g ∩L h.

Clifford半群 Cs=[ E ,Ge , φef ] 的结构同态 φef(e≥

f)将 Ge 的元素 x 对应 xφef =x f.设 a ∈ e ∩ L f ,

a1=ah ∈ g ∩ Lh(引理 3.3), 则θa 是 Ge 到 Gf 的同

构 , θa
1
是 Gg 到 Gh 的同构.设 x ∈Ge , 因为 g ≤e ,

则 xφeg =xg , 因而 x(φegθa
1
)=a-1

1 xga1=h-1
a
-1

xgah.

由于 xg∈Gg , 因而 a
-1

xga∈ s.因为 h
-1
=h ∈E ,

故 h
-1

a
-1

xgah=a
-1

xgah.又因为 ah ∈ g , 因而

gah=ah.因而 x(φegθa
1
)=a

-1
xah =(xθa)h =

(xθa)φfh .这就证明了θaφfh =φegθa
1
.

定理 3.4　设 S 是 E 上完整逆半群 , Cs =[ E ,

Ge , φef ] .若 a ∈ e ∩ L f , g ≤e , h =gα(α是 Ee 到

E f 的同构), a1=ah , θa:x※a
-1

xa是 Ge 到G f 的

同构 , θa-1 :y ※aya
-1
是 Gg 到 Gh 的同构 , 则有

θaφfh =φegθa1 .

4　树 E上齐次 Clifford半群的构造

定义 4.1　设 E 是树 , C=[ E , Ge , φef ] 是 E

上 Clif fo rd半群.称 C是齐次的 , 如果:(i)若 Ee

和 E f 同构 , 则 Ge 和G f 同构;(ii)设 α是 Ee 到

E f 的同构 , g≤e , h=gα, 则存在 Ge 到 Gf 的同构

θ, Gg 到Gh 的同构θ1 , 使得θφfh=φegθ1 .

根据定理 3.4 , 有以下结论.

定理4.1　设 S是树E 上完整逆半群.则 Cs是

E 上齐次 Clif fo rd半群.

定理 4.2　设 E 是树 , E i ={a ∈E h(a)=i}.

若对于每一个 E i 有群Gi , 当 i>0时 , 有Gi 到Gi-1

的同态 φi ;记 Ci =E i ×Gi ={(a , g) a∈E i , g ∈Gi},

C=∪
i≥0

Ci , φii 是 Gi 的恒等自同构 , 当 i>j 时 , 记

φij =φiφi-1 …φj+1.则 C 在如下运算下是 E 上齐次

Clif fo rd半群:若 x =(a , g)∈ i , y =(b , h)∈ j ,

ab∈Ek , 则定义 xy =(ab ,(gφik)(hφjk)).

证　(1)设 x =(a , g)∈ i , y =(b , h)∈ j ,

z=(c , m)∈ k , 若 ab ∈E s , bc ∈ E t , abc ∈Ep , 则

xy=(ab ,(gφis)(hφjs)), y z =(bc , (hφjt)(mφkt)),

于是有

(xy)z=(abc ,((gφis)(hφjs))φsp(mφkp)),

x(yz)=(abc ,(gφip)((hφjt)(mφkt))φtp),

因为 φisφsp =φip , φjsφsp =φjp , φjtφtp =φjp , φktφtp =

φkp , 故(xy)z =x(y z)).因此运算适合结合律 ,

故 C是半群.

(2)设 a ∈E i , 令 Ga ={(a , g) g ∈Gi}.因为

(a , g)(a , h)=(a , (gφii)(hφii))=(a , gh), 以及

(a ,g)(a , g-1)=(a , ei)=(a , g-1)(a , g), 所以 Ga

是以 (a , ei)为单位元的群 , 其中 ei 是 Gi 的单位

元.设 a , b ∈E , a ≥b , 则 a ∈ E i , b∈ E j , i≥j.

令 φab将Ga的元素 (a , g)对应 Gb 的元素(b ,gφij),

显然 φab是同态.φaa是Ga 的恒等自同构.设 a≥b≥

c , (a ∈E i ,b∈E j , c ∈Ek), 则(a , g)(φab , φbc)=(a ,

g(φij , φjk))=(a ,gφik)=(a , g)φac , 因此 φabφbc =φac .

因此 C是群 Ga(a∈E)的强半格 , C=[E ,Ga ,φab ] .

(3)设 a , b∈E i .由于 (a , g)※g 是 Ga 到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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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构 , (b ,g)※g是 Gb到 Gi 的同构 , 所以(a , g)※

(b , g)是 Ga 到Gb 的同构 , 记为 θab .其次 , 设 e , f

∈E i , α是 Ee到 E f 的同构 , g≤e , h=gα≤f .设

g ,h ∈E j , 需要证明同构θef :Ge ※Gf 及θgh :Gg ※

Gh以及结构同态θeg:Ge ※Gg 及φfh :Gf ※Gh 满足

φegθgh =θef φfh .设 (e , x)∈Ge , 则 (e , x)φegθgh =

(g , xφij)θgh =(h , xφij), (e , x)φehθfh =(f , x)φf h =

(h , xφij).因此 φegθgh =θefφfh .因此 C是 E 上齐次

C lif ford半群.

定义 4.2　由定理 4.2所得的半群 C记为 [ E ,

Gi , φi] .

定理 4.3　设 C=[ E , Ge , φef ] 是 E 上齐次

C lif ford半群 , 则 C必同构于 [ E , Gi , φi] .

证　设 E i ={a∈E h(a)=i}, 若 e , f ∈E i , 则

由定理 1.3 知 Ee 和 E f 同构.根据齐次条件 , 有

Ge 到G f 的同构θef 使得θeφfh =φegφgh , 其中 g ≤e ,

h=ga (α是Ee 到E f 的同构), θgh是Gg 到Gh 的同

构 , φeg :Ge ※Gg 及φfh :Gf ※Gh 是 C的结构同态.

由于当 e , f ∈E i 时 Ge 和 G f 都同构 , 因此 Ei 确定

一个群Gi .设θe :Ge ※Gi 是同构.任取 e∈Ei(i>0),

g是被 e 覆盖的元素 , 因此 g<e , g ∈E i-1 , θg:Gg

※Gi-1是同构.令 φi =θ-1
e φegθg , 则 φi 是 Gi 到Gi-1

的同态.以下证明 φi 和 e 的选择无关.设 f ∈E i ,

h<f , h ∈ E i-1 , 则 θf =θ-1
ef θe 是 G f 到 Gi 的同构 ,

θh=θ
-1
gh θg 是 Gh 到 Gi-1的同构.因此 θ

-1
f φfhθh =

θ-1
e φegθghθ-1

gh θg=θ-1
e φegθg.这就证明了φi :Gi ※Gi-1

和 e的选择无关.

根据 E , Gi , φi 可由定理 4.2 得到 E 上齐次

C lif ford半群  C=[ E , Gi , φi ] , 余下的工作是证明

 C和C 同构.

在 C中 , 当 i>j 时 , φij =φiφi-1 …φj+1 , 先证

明:若 e∈E i , h ∈E j , (h≤e), 则θeφij =φehθh.为

此设 h=ei-k , … , e1 , e0=e是h 到e 的覆盖链 , 则

φi =θ
-1
e φe , e1 θe1 , φi-1 =θ

-1
e1 φe1 , e2 θe2 , … , 故 φij =

θ-1
e (φe , e

1
φe

1
, e
2
…)θ-1

h =θ-1
e φehθh , 因此 θeφij =φehθh.

设 e ∈E i , 根据 Ge 到G i 的同构θe , 于是得到C

到 C 的一一映射 φ:x ※(e , xθe)(x ∈ Ge).设 x ∈

Ge , y ∈Gf , e ∈E i , f ∈ E j , h=e f , h ∈Ek .因为

xy =(xφeh)(yφfh)∈Gh , 所以 (xy)φ=(h , (xφeh)

(yφfh)θh)=(h ,(xφehθh)(yφfhθh)).另一方面 , 因为

xφ※(e , xθe), yφ※(f , yθf), 因此 (xφ)(yφ)=(e ,

xθe)(f , yθf)=(h , (xθe)φik(yθf)φjk).由于 θeφik =

φehθh , θfφjk =φfhθh , 所以 (xy)φ=(xφ)(yφ).因而

φ是同构.

5　树 E上齐次Clifford半群扩张成 E上完整

逆半群

设 E 是树 , C=[ E , Gi , φi] 是 E 上齐次 Clif-

fo rd半群 , E i ={a ∈E h (a)=i}.

令 Di ={(a ,g ,b) a ,b∈E i , g ∈Gi}, S=∪
i≥0

D i .

在 S 中规定运算如下:设 x=(a ,g ,b)∈D i , y=(c ,

h ,d)∈Dj , 令 xy=e , u , f), 其中(e , f)=(a ,b)(c ,

d)(在 T E 中运算), u=(gφit)(hφjt), t=h(e).

(1)验证结合律成立.设 x =(a1 , g1 ,b1)∈D i ,

y=(a2 , g2 ,b2)∈D j , z=(a3 , g3 , b3)∈Dk .注意到

各元素的第一个 , 第三个分量的运算是在 T E 中进

行的 , 因此结合律成立.因此只须验证中间项的运

算适合结合律.如果在 TE 中 (a1 ,b1)(a2 ,b2)=(c ,

d),(a2 ,b2)(a3 ,b3)=(e , f),(c , d)(a3 ,b3)=(u , v),

则 (a1 , b1)(e , f)=(u , v).xy 的中间项是 g =

(g1φit)(g2φjt), 其中 t =h(c).设 s =h(u), 则

(xy)z 的中间项  g =(gφts)(g3φks)=((g1φit)

(g2φjt))φts(g3φks)=(g1φitφts)(g2φjtφts)(g3φks).另

一方面 , y z的中间项 h=(g2φkp)(g3φkp)(p=h(e)),

因而 x(yz)的中间项是: h =(g1φis)(hφps)=

(g1φis)((g2φjp)(g3φkp))φps =(g1φis)(g2φjs)(g3φks).

因为 g= h , 因此结合律成立.因而 S 是半群.

(2)设 x =(a , g , b)∈ Di , 令 y =(b , g
-1
, a),

则 xyx =(a ,g ,b)=x , 故 x是正则元 , 因而 S 是正

则半群.

(3)设 x =(a , g , b)∈D i , 若 x
2 =x , 设 x

2 =

(c ,(gφit)(gφit), d), 其中 t=h(c), 因而 a=c , b=

d.因为 h(c)=h(ab), 因而 a≤b.又因为 h(d)=

h(ab), 故 b≤a , 因此 a=b.此时 t=i , 因而 g
2=

g , 故 g=ei .另一方面 , (a , ei , a)(a∈ E i)显然是

幂等元 , 故 S 的幂等元集 ,  E ={(a , ei ,a) a ∈E i}.

下面证明映射 (a , ei , a)※a 是  E 到 E 上的同构映

射.设 a ∈E i ,b∈E j , 则在 T E 中(a , a)(b ,b)=(ab ,

ab), 设 ab∈E i , 则(a , ei , a)(b , ej ,b)=(ab ,(eiφit)

(ejφjt),ab)=(ab , et , ab).因此  E 和 E 同构.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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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半格 , 因而 S 是逆半群.

(4)设 x=(a , g ,b)∈ S , 令 xφ=(a , b), 不难

看出 φ是 S 到 T E 的同态满射.对于 S 的幂等元

(a , ei ,a)和 (b , ej , b), 当 (a , ei , a)φ=(b , ej , b)φ,

必有 a=b.因而同态核 ρ=K erφ是幂等元分离同

余 , 因而 S 是 E 上完整逆半群.

(5)设 x =(a , g , b)∈ s , 则对任意幂等元

(c , ej , c)(c∈E j)都有 (a , g ,b)(c , ej , c)=(c , ej , c)

(a , g , b), 因而在 T E 中有 (a , b)(c , c)=(c , c)

(a ,b).取 c=b , 则(a , b)(b , b)=(b , b)(a ,b).因

而(a ,b)=(e , f), 这里 e≤b , 因而 a≤b.再取 c=

a , 可得 b≤a , 因而 a=b.反之 , 设 x =(a , g , a)

(a∈E i , g∈Gi), 则必有 (a , g , a)(c , ej , c)=(c , ej ,

c)(a ,g ,a), 故 x ∈ s .因而证明了 Cs={(a , g , a) 

a∈E i ,g ∈Gi , i≥0}.对于每一个 a ∈E(h(a)=i),

Cs 的子半群{(a ,g ,a) g∈Gi}和 Gi 同构.因而 Cs

和C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 Cs 和 C 的运算规则

可知C s 和C同构.因此证明了下述定理.

定理 5.1　设 C是树 E 上齐次 Clifford 半群 ,

则必有 E 上完整逆半群S 使得Cs 和C 同构.

例　设 E ={0 , e , f}是半格 , 其中 0 是零元 ,

e f =0.由 E 得到的 Munn半群 T 有两个 类:零

类 {0}, 非零 类={αee ,αef ,αfe , αf f}, 其中 αij表

示子半格 {0 , i}到 {0 , j}的唯一同构.T 共有

5个元素.又设 C是由群 G0 , Ge , Gf 组成的 Cli f-

fo rd半群 , C的幂等元半格仍是 E , 群 Ge 和 G f 都

和一个群G同构.根据 Cli fford半群 C由本文得到

的逆半群有两个 类:零 类 H0={(0 , x , 0) x ∈

G0}和G0同构.非零 类有 4个 类 , Hee , H ef ,

H fe , H ff , 其中 Hij ={(i , g , j) g ∈G}, Hee , H f f和

Ge ,Gf 同构.逆半群 S 的C-核和C同构.从这个简

单的例子可以看出 , 借助半格 E 上的一个 Cliffo rd

半群的扩张而得到的逆半群比起 E 上的 Munn 半群

内容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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