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换名规则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谓词公式中一个变元可能既是约束出现,同时又有自由出现,
则该变元既是自由变元又是约束变元,本质上这两种出现,用的是一个符号,实质上是不
同的含义。为避免混淆,需要改名。改名要采用以下规则,使谓词公式的含义不改变。
2：15 
1、 换名规则：对约束变元进行换名。 
将量词辖域内出现的某个约束变元及其相应量词中的指导变元,可以换成一个其

他变元,改变元不能与本辖域内的其他变元同名,公式中的其他部分不改变。 
2、 代入规则：对自由变元进行代入。 
整个谓词公式中同一个字母的自由变元是指同一个个体名词。因此可以用整个公

式中所有变元的符号来代替,且要求整个公式中该变元同时用同一个符号代替。 
                                                                  4：35 

例：(1)∀xF(x,y)∧∃xG(x,y) 
x是约束变元,y是自由变元。而 x的两次出现尽管均是约束的,但分别在不同的辖域。
含义是互相无关的。可以将一处换名,但不能与 y同名。 
改为∀xF(x,y)∧∃uG(u,y)                                  
          (2)∀x(F(x,y) →P(x))∧∃y(Q(x,y) →R(x) 
x前两次出现是约束的,后两次出现是自由的。y第一次出现是自由的,第二次是约束
的,准备将自由变元 x改为 u,自由变元 y改为 v,成为 
∀x(F(x,v) →P(x))∧∃y(Q(u,y) →R(u))             11：04     
说明：(1)如果 D是有限集,谓词公式中的量词可以用逻辑联结词来解释。 
例 D={a,b,c} 
       ∀xP(x) ⇔ P(a) ∧P(b) ∧P(c)  
       ¬∃x P(x) ⇔ P(a) ∨P(b) ∨P(c)  
              (2)量词不能随便换顺序。对于∀和∃这两个量词交换位置,其意义不同了,相应
真值也可能改变。                                                         
例：D：自然数全体,G(x,y)：x小于 y。 
∀x∃yG(x,y)表示任意一个自然数 x,总存在自然数 y,使得 x小于 y,该命题是真的。 
∀y∃xG(x,y)表示存在一个自然数 y,使得对一切自然数 x,使 x小于 y,即 y是最大的自然
数。该命题是假的。                     14：55 

§2.3谓词的等值演算 
一、 谓词逻辑中的解释(赋值) 
在命题逻辑对每个命题符号作个真值指定可以得一个公式的一个指派,又称赋值,又称
解释。如公式中共出现 n个不同的命题符号,则共有 2n个解释,因而可以列出公式的真
值表。而谓词逻辑中公式的赋值解释是怎样的呢？                                                                       
16：33 
1.谓词公式的赋值(解释) 
定义 6：谓词公式的赋值是对以下一些符号进行指定：谓词公式 A的个体域为 D(这
也必须指定) 
（1） 每一个个体常项指定 D中的一个元素 
（2） 每一个 n元函数 Dn到 D的一个映射 
（3） 每一个 n元谓词 Dn 到{0,1}的一个映射 
以上一组指定称为谓词公式 A的一个解释或赋值                     19:16 
例 1：已知一个解释 I如下： 
1)Dx={2,3}                        2)指定 a=2∈D 
3)函数 f：D→D指定 f(2)=3,f(3)=2 
4)谓词 P：D→{0,1}指定 P(2)=0,P(3)=1。 
              Q：D2  →{0,1},Q(i,j)=1,i,j=2,3                                         
在该解释 I下 



∀x(P(x) ∧Q(x,y)) ⇔( P(2) ∧ Q(2,2)) ∧ ( P(3) ∧ Q(3,2)) ⇔(0∧1) ∧ (1∧1) ⇔0 
公式∃x(P(f(x)) ∧Q(x,f(a)) ⇔(P(f(2)) ∧Q(2,f(2)) ∨ (P(f(3)) ∧Q(3,f(2))⇔ (P(3) ∧Q(2,3) )∨ 
(P(2) ∧Q(3,3)⇔ (1∧1) ⇔1                                   25:25                                                                  
例 2：已知指定一个解释 N如下： 
(1)个体域为自然数集合DN 

(2)指定常项 a=0 
(3)DN上的指定函数 f(x,y)=x+y,g(x,y)=x*y 
(4)指定谓词 F(x,y)为 x=y 
在以上指定的解释 N下,说明下列公式的真值                              (1)∀xF(g(x,a),x)即
∀x(x*0=x)该命题假的                             
(2)∀x∃y(F(f(x,a),y)→F(f(y,a),x)) 
在解释 N下此公式：⇔∀x∃y(x+0=y→y+0=x)此命题为真 
(3)F(f(x,y),f(y,z))在解释 N下该公式⇔x+y=y+z 
此时,x,y,z均为自由变元,解释不对自由变元进行指定。因而该公式是命题函数,不是
命题,真值不能确定。                            34：23                                       
说明: 
(1) 一个谓词公式如果不含自由变元,则在一个解释下,可以得到确定的诊治,不同
的解释下可能得到不同的真值。 

(2) 公式的解释并不对变元进行指定,如果公式中含有自由变元,即使对公式进行
了一个指派,也得不到确定的真值,其仅是个命题函数,但约束变元不受此限制。                                                                                                

(3) 有公式的解释定义可以看出,公式的解释有许多的解释,当 D为无限集时,公式
有无限多个解释,根本不可能将其一一列出,因而谓词逻辑的公式不可能有真值表可
列。                                            38：50                                                                                                       

2.永真式和永假式 
定义 7：设 A为一个谓词公式,如果 A在任何解释下均为真,称 A为逻辑有效式(或称
永真式)；如果 A在任何解释下均为假,称 A为矛盾式(或称永假式)； 
如果存在一个解释使 A为真,则称 A为可满足式； 
例如：     ¬P(x)∨P(x)是永真式 
                 ¬P(x)∧P(x)是永假式                                                            43:33 
作业布置： 
P14练习 2.1(A)1(2)(3),2(1),(B)1,2,4 
P44练习 2.2(A),(B)2,5                                                                         4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