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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背景与窑义

第1章 背景与意义

扩展正则表达式（简称扩展表达式）以及确定性正则表达式的概念、 优势、

研究现状以及应用。 引出关于扩展确定性正则表达式(DREs(＆,＃）)的研究尚

且不够， 希望研究此类表达式的文法表示方式， 从而加深用户对此类表达式的

理解， 促进其实际应用。 具体内容以及国内外相关工作， 可参考文章［l], 投至

Information and Computaion的期刊[2]， 以及硕士毕业论文«扩展确定性正则表

达式的判定与文法表示〉）。



第2章预备知识

第2章 预备知识

2.1 扩展正则表达式

假设E是一个字母表，即一个有限非空字符集合，那么＄上的所有有限字
符串集合为汀。我们用c代表空串，即出现0次符号的串。E上的标准正则表
达式递归地定义如下· (/)，e和a是标准正则表达式；对于任意两个标准正则表
达式E1和E2,并操作E1 +E2,连接操作El·E2，以及星号操仵E的结果仍是
标准正则表达式。实际中，我们常将表达式E+e或e+E简写为间号操作E?,
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省略书写连接符号。

扩展表达式扩展了标准正则表达式的定义，增加了无序符号[3]:凡＆E2,增
加了计数符号[4]: E\m,n ] ， 其中下界m与上界n满足条件：mEN,nEN\{O}U{oo},

m � n 、 N为集合{O, 1, 2,.｝。值得注意的是，此时E" = EIO,oo],护＝ £[0,1] 。在

扩展表达式中，计数符号优先级最高，随后依次是连接，并，无序符号。

假设 U, V 是两个任意字符串，我们用u&v表示两者任意无序交错后的字符
串集合。若其中 一 个为空串，则u&£ = t:&u = {t小若 U, V 都是非空串，我们提取
出它们的前缀字符可得到au'= u, bv'= v,则u&v = {a(u'&v)} U {b(u&v'））。该

定义可以自然扩展到正则语言的定义·对于给定的两个语言L1与L2, L1&L2 = 
{w E u&v I u E L1, v EL计[5]。因此，对于扩展正则表达式E,我们记L(E)为E
所描述的正则语言，L(E)定义如下·

L(0) = 0 L(t:) = {t:} 

L(E1 + £2) = L(E1) u L(E2) 

L(E1&E2) = L(Ei)&L(E2) 

L(a) = {a}, a E :E 

L(E1 ·丘） ＝L(E1) · L(E2) 
L(E[m, n.]) = LJ L(E订

m<i</I 

例2.1.给定扩展表达式E = (ab)&(cd + e)，它接受的语言为L(E) = {abed, acbd, 
acdb, cadb, cahd, cdab, abe, aeb, eab}。

扩展表达式中存在以下简化规则：E + 0 = 0 + E = E, E0 = 0E = 0, 
E&0 = f/J&E = f/J, f/J(m,nJ = s, E + s = s + E = E, E&s = s&E = E, s[m,n J = s。

对千一个简化后的表达式E,要么E中不包含0，否则E =f/J。因为我们的研究
并不关注E=0的清况，所以在之后的讨论中我们将假设所有用到的表达式都
是经过简化的，不考虑存在0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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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预备知识

2.2 确定性及相关定义

对千一个扩展表达式E,我们给E中出现的每个字符aEE标上不同的下标

i E {1, 2,.}，使得每个字符a1仅出现一 次，此时被标号的E称为标号表达式，记
＝ ＝ 

作万。将一个带标号表达式万去掉标号的形式记作E，即E＝E。我们很容易将

加标号与去标号的操作扩展到字符串上。扩展表达式E中出现的不同字符的集

合记为sym(E)，值得注意的是，当表达式是带标号的，sym（万）是万中所有出现

的带标号的字符集合。那么sym(E)上的所有有限字符串集合，可记为sym(E)飞

例2.2.给定E = (ab)&(ad + b)，其加标号形式可为 E = (a 1 b1)&(a沁＋b让

定义2.1. [6]给定一个表达式E,如果对于任意字符串uxv,uyw E L岳），其中

u, v, w E sym厄） ＊ 、x, y E sym（团，如果x=歹，则 X = y,那么我们称E是确定

性表达式。

例2.3.给定表达式E = (a?&b)a，根据确定性定义可知E是不确定性的。因为存

在字符串b1a1幻，b1a2 E L((a1?&b,屈），满足石＝石＝a,但是al # a20 

直观来讲，确定性要求的是字符串在匹配表达式的过程中，不需要往前看其

匕的字符，只需依据当前字符就能唯一确定匹配表达式中的位置。当表达式是不

确定性的，则表达式中必存在两个带标号字符是compete。

定义2.2. [6]给定一个标号表达式 E, E 中两个带标号字符x,y是compete,当

且仅当存在两个字符串uxv,uyw EL（瓦，其中u, v, w E sym位）飞

2.3 表达式的其它相关定义

扩展表达式E的大小记为IE|，它等千E中的所有字符、操作符的个数，以

及所有计算符号中的上下界的二进制表示的长度总和。

对千扩展表达式E,我们定义一个布尔函数l(E)来判定L(E)是否接受空

串 8 ，如果l(E) = true则 t: E L(E)，反之J(E) =false.函数定义如下：

A（动＝true ;!(a) = false (a E立）

"1(E1 + E2) = l(E 1 ) V l(E2) J(E心） ＝"1(E1)AJ(E2) 

,,l(£1 &E2 ) = A(E i ) I\ A(E2) A(E尸 '1l) ＝{ true 

false, 

订m=O,

otherwise; 

3
 



第2章预备知识

定义2.3．对于每个扩展表达式E,有以下集合定义．
first(E) = {a I au E L(E), a E sym(E), u E sym(E)*} 

followlast(E) = {a I uav E L(E), u E L(E), u -:f:. c:, a E sym(E), v E sym(E)*} 

对于表达式E, first(£)是E接收的字符串中所有可能出现在首位的字符集

＾，在E接收的字符串中，若存在字符串的前缀字符串非空且被E接收，那么

紧随其后的字符即展于followlast(E)。

定义2.4.给定一个扩展表达式E, first集合的计鍔方法如下：

first(s) = 0 

first(F + G) = first(F) U first(G) 

first(F. G) =
{
;,:::;;;

,
ufirst(G),

first(F)
, 

.first(F[m,n]) = first(F) 

定义2.5.给定一个标号扩展表达式E, f ollowlast集合的计算方法如下: E = sor 

first(a) = fa}, a E I: 

jirst(F &G) = jirst(F) U first(G) 

if t: E L(F), 

otherwise; 

x :followlast岳）＝ 0

E = F + G : followlast(E) = follow last(F)可ollowlast(G)

E=F·G: 

followlast岳） ＝『ollowlast石） 吓茫L （万）
followlast(F) U first(G) U followlast(G) if E E L(G) 

E = F&G: 
followlast仿） Ufollowlast心） ifs fl. L仿） ， E茫L(G)

follow last仿） Ufollowlast(G) if t: fl. L伍） ， EE L(G) 

Ujirst(G) 

followlast戊） ＝� followlast厅） Ufollowlast石） lfE E L 厅） ， E ff_ L 污）
U first厉）

follow last（下） Ufollowlast(G) if E E L （下） ， t: E L(G)

u_firs吓） ujirst(G)

E=F 
[,/研］

Jollowlast元） ＝『ollowlast厅） Ufirst（下）

followlast厅）

ifE.flexible 

otherwise 

4
 



第2章预备知识

其中在处理E = F[m,n]时，我们采用文章[7]为带计数表达式所提出的
flexible属性。该属性是为了说明形如E = F[m,n)的表达式在匹配输入的字符
串时，是否已经到达了计数符号的上界，如果未达到，则Eflexible = true,反之
E:flexible = false。如下定义可扩展应用于扩展表达式，因为无序的塔加并不会
影响子表达式F出现的次数，无序在这里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连接操作，所以计
算flexible属性时我们对无序符号采取与连接符号相同的操作，具体见文章[7]
的算法markFlexibLe(）。

定义2.6 ([7]）．给定 E 是一个标号的带计数表达式，它的子表达式 F ＝万
＇n

,
n

](n ;;i:: 
2)是flexible,仅当存在字符串uws EL元），其中wEL厅） I

, l ;;i:, l并且WE

L （可
＇

L右）k
, 其中l'< l, k < n 。

例2.4.表达式瓦＝ （a\ 1 ,2J +b 1 )[2,2]是flexible，因为依据定义2.6,存在w=a 1 a 1 E 
L（互）且wb 1 EL（瓦）。也就是存在字符串a 1 a 1 E（瓦），它可匹配(a \2,2]) [I, J]，但
未达到此表达式中计数符号的上界2。表达式瓦＝ （a\2,3) + b 1 )!2.2]不是flexible

的，虽然它与瓦形式相近，但找不到一个未达到计数符号的上界就被它接收的
字符串。

2.4 文法相关定义

扩展表达式类可用以下正则文法描述：
start� 01 T

T � s I a I (r · r) I (r + r) I (r&r) I (r)* (a EI:) 
一个上下文无关文法G=(N,T,P,So)是满足如下条件的四元组：

(I) N是非终止符的焦合；

(2) T是终止符的集合；

(3) S。 EN是开始符号；

(4) P � N x (NUT丫是一个由产生式组成的有限集合。

在文法G中，一个非终止符的能够经过推导最终得出 一个字符串w时（记
作N。 ⇒ w)，我们称岛是useful。一个产生式中出现的非终止符都是useful,那
么这个产生式是valid。一个文法G所描述的语言我们记为L(G)，它是文法从开
始符号能推导出的字符串的集合L(G) = {w ET* I S。今w)。当字符串w E L(G) 
时，我们称w是G生成的一个旬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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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法构造方法

第3章 第一种文法构造方法

由定义2.1可见， 确定性的语义定义在标号表达式上。 巴有的大部分确定性

判定工作也是基于标号表达式进行的[2, 6-9]， 其中文章[2]给出了带标号的扩

展确定性表达式的特性。我们考虑基于该性质设计文法， 显然，仅在假设字母表

为同时， 可能的终止符就包括a1, a2,...。 终止符的个数是无限的， 这种文法是

难以设计与实现的。 因此， 我们考虑去掉标号的预处理，进一步研究确定性的原

表达式的性质， 从而设计相应的文法表示。

3.1 扩展确定性表达式的特性

我们先将文章[2]中的定理4基于表达式的结构， 进行重写如下：

定理3.1.给定一个扩展表达式E是确定性的， 当且仅当，

I.万＝s or x (x E 豆）．，万是确定性的。

2.万＝瓦＋瓦．万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万，瓦都是确定性的，且first（瓦）n

first（瓦） ＝ 0。

3万＝瓦瓦·万是确定性的， 当且仅当瓦，瓦都是确定性的， 且

—当A（瓦），则first（瓦）njirst(瓦) ＝ (/)且followlast（瓦）njirst(瓦)＝ (/); 

—当-,A（瓦），则followlast（瓦）njirst(瓦) ＝ (/)。

4万＝瓦＆瓦卫： 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瓦，瓦都是确定性的，且sym（瓦）n

sym(E2) =(/)。

5. 工忒 '1]：万是确定性的， 当且仅当瓦是确定性的， 且当n > l，对于所

有x E followlast（万！），所有y Ejirst（瓦），若元＝ y,则x=y。

带计数的表达式具有以下犀性(10]， 这些隅性也同样适用于扩展表达式。 因

为我们在(2]中巳证明了为扩展表达式所提出的first,followlast集的计算规则｀都

符合桀合的定义2.3。

引理3.2.对于 一 个扩展表达式E,

a. sym(E) = sym （旬

b.. fi吓t(E) = first（旬

c. followlast(E) � followiast(E)；当E是确定性的，followlast(E) = followlast（釭

6
 



第3童第一种文法构造方法

借助引理3.2，我们可以将定理3.1中(1)-(4)的标号操作去除。由引理3.2中的

c可知，定理3.1声明(5)中的标号不能直接去除。声明(5)本意是在n> 1时，确保

不会有两个不相同的标号符号x,y，去掉标号后相同，而且满足x E followlast（豆），

y E first（豆）。若直接去掉标号，就成为要求在n > l的时，foLLowLast(E1) n

first(Ei) = 0，显然这样改写会比声明(5)的限制更强，因为它连标号符号相同的

情况都不允许出现。于是，为得到声明(5)在原表达式上的等价操作，我们定义

以下布尔函数W。

定义3.1.布尔函数W(E)在扩展表达式上定义如

W(s) = W(a) = true

W(E1 + E2) =W(E1) A W(E2) A(rollowlast(E1) nfirst(E2) = 0)

I\ (rollowlast(E2) n first(E 1) = 0)

W(E1E2) =(rollowlast(E2) nfirst(E,) = 0) /\ ((-,tl(E1)A-,l(E2))

v(.1(£1)/\-,,1(£2) A W(E2)) V (,1(£1) A.1(£2)/\W(E1) A W(E2))

v(-,A(E1) A tl(E2)/\W(E1) ＾加st(E1) n.first(E2)＝ 0))) 
W(E1&E2) = W(E1) A W(E2)

W(E\＂1, n]) ＝ W(E l )

引理3.3.对于 一 个确定性扩展表达式E,如果W(E) = true当且仅当对于所有

X E jollowlast戊） ， 所有y Ejirst(E) ， 若了＝歹， 则x=y。

证明我们仍是依据E的结构进行归纳证明，这里仅给出E = E1＆丘的情况的

详细证明。其它的清况在文章[10]中可见。因为E是确定性的，由定义2.1与恁

理3.1可知，£1与局都是确定性的。

尸） 因为W(E) = true, W(E1) = W(E2) = true。取x E followlast（瓦，yE

加t（团，且元＝ y。当c茫L(Ei)且 8 茫L（如，jirst(E) = jirst(E1) u jirst(E2),

followlast(E) = followlast(E1) u follow last(E斗假设x Efollowlast(E1), y Ejirst(E1)

（或者x E followlast(E2), y E first(E2)）。因为W(E1) = true, W(E2) = true,以及

E1， 丘都是确定性的，根据归纳假设有x=y。假设x Ejollowlast(E1), y Ejirst(E2)

（或者x Ejollowlast(E2), y Ejirst(E1))o因为E是确定性的，由定理3.1与引理3.2得

到sym(E1) n sym(E2) = 0。因此有 X = y。对于情况c茫L(E1), t: E L(E2)或

£ E L(E1), £ ft L(E习或者 t: E L(E1), £ E L(E2)时，同理可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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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茎于定义2.4与定义2.5, first(£)= first(E1) Ufirst(E认followlast(E) � 
follow last(£1) U followlast(E习。那么右侧已成立的条件，可等价表述为对于所有
x E followlast（瓦）且所有y E first（瓦），或者所有x E followlast（瓦）且所有y E

first（瓦），若x=y，则x=y。通过归纳假设，可得到W(EL) =true, W(E2) = true。

因此，W(E) = W(E1) A W(E2) = true。 口

推论3.4.对于表达式E = E[m,n J, E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凡是确定性的且

W(E1) = true。

证明．由定理3.1与引理3.3可证。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扩展确定性表达式基千原表达式的直接特性，如

定理3.5.对于一个扩展表达式E:

口

1. E = c: or a: E是确定性的。
2. E = E1 + E2: E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E1，丘都是确定性的，且jirst(E1) n

jirst(E2) = 0。

3. E = E1 - E2: E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E1， 丘都是确定性的，且
－当tl(E1),jirst(E1) njirst(E2) = 0且followlast(E,) njirst(E2) = 0, 
－当勹1(E1),followlast(E1) njirst(E2) = 0。

4. E = E1&E2: E是确定t生的，当且仅当£1，丘都是确定性的，且sym(Et) n
sym(E2) = 0。

5. E = Elm, n]: E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且是确定性的，且若n >I, W(E1 ) =
true。

证明基于引理3.2与推理3.4,可将定理3.1等价改写为此条定理。 口

3.2 文法表示

本节将给出扩展确定性表达式的文法表示。我们先将定理4转化为推导系统
T,模拟一个扩展确定性表达式的推导生成过程，从而设计文法。

3.2.1 推导系统

在推导系统中 ， 卜r表明 一个表达式r满足确定性。 一条推导 卜rl 卜r,1Frq c,“ 

表示如果卜r1..．卜rn 满足确定性且条件 Ct... C,.，J 成立，那么r也满足确定性。

我们称r是可推导的，当且仅当存在一棵推导树满足r是根节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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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系统T包含以下推导规则，每一条规则对应定理4中的声明。

Base: -------,------- Union: 卜 I 卜 s Ji,:鬼的 ） nJ压(s) = 0
卜 8 卜 a (a EE) 卜 r+.<

Concat: 卜 r 1- s Jollowlast(r) nft内(s),A(r) Vjirst(r) nJirst(s) = 0 
1- 1.s 

Inter: 卜 r 卜 s sym(r) nsym{s) =(I)
t- r&s 

Count: t- r W(r)
卜，－ ［m．“l 

定理3.6. 一个扩展表达式r是确定性的， 当且仅当r在T上是可推导的。

证明给定一个扩展确定性表达式 r, 构建 r 的语法树则会与其推导树同构， 因

此 r 在T上是可推导的。 对千每个从T推导出的 r, r 是确定性的， 因为T中

的每个规则对应于定理 4中的每条声明。 口

3.2.2 DREs(＆，＃）的文法

从T中可以乔出， 要构造一个扩展确定性表达式， 我们必须保证它的所有

表达式都是确定性的， 而且在每种操作符下， 其子表达式的 first, followlast, 

sym 集合和函数 tl, w 符合定理 4中的条件。 以 Union: r + s 为例， 我们可以

给出任意确定性表达式 r' 来替换 r, 只要满足条件 first(r') n first(s) = 0, 那么

r'+ s 仍然是确定性的。

我们设计文法 G1dre = (N, T, P, So) 来描述 DREs(＆，＃）。让 I; = {ai, "., an} ，那

么终止符为 T= ｛十，·,&,(,), ?, *, [, ], m, n} U 江非终止符为 N ＝匣U{R。,A,B,C} ，每

个厌中的非终止符为 R
F

,
L

,
S

,
1
.r,/3，其中F, L, S k I;, a,/3E { 0, 1} (I等价于 true, 0等

价于false)o RF, L,S,
a,/3 用于描述一组表达式 r E DREs(＆，#)满足：F = first(r), L = 

jollowlast(r), S = sym(r), a= tl(r),/3＝W(r) 。我们令所有非终止符都是开始符

s。 = N 。

关于产生式 P, 我们将参照T中的推导规则， 因为每条针对不同操作符的

规则类都对应于一组表达式。同时我们在其中堵加了 first, followlast, sym, tl 和

W 的计算规则。 产生式 P 如下所示·

Base : R 1 "11·0如 1·0· 1
----> a,:,i E {1,2,···) R。----> 0 Is 

Union: RF.L,s,,�.p
----> LJ(R,..I LI,Sl ＂卜/3, + R孕妇气

con/ 

Concat: RF.LS,"/3 ----> LJ(R凡．1JI Sl,“ 'µI R氏，丘，S沁历
“'n2 

Inter : RF.L.S.cr./3 ----> LJ(RF1,L1,S凹 ·/3 ， &RF2,L2,S2,a,./3')
,md 

Opt: RF. 1.. s. 1,13
--+ (RF,L,s,,,,./3)? Star: RF, 1.,s,1, 1 __, LJ (RF, 1 .,.s,,,,. 1 )* 

L=F1UL1 

Count: RF.L.s.1.1 _, LJ (RF.L1.s.«i-1)[C]
L=F1UL 1 

其中：

C --> nAm A --> nAm I B B-• nB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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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l c竺f F = F1 U F2, L = L i U压 ， S = S 1 U S2 , a = a, V a1 , F, n F1 = 0, 

/3 ＝ （/3 1 /\ /32 /\ （F1 n L1 = 0) /\ (L, n F1 = 0)). 

con2 d:;j (a1/\ （ F = Fi u F2) A (F1 n F2 = 0)) v (,a I A (F = F,)), S = S1 u S2, a = a 1 A釭

(o2 /\ （ L = L 1 U L2 U F2)) V (--,m/\ （ L= 局）， l 1 n F2 = 0,/3 ＝ （ F1 n L2 = 0)/\ 

（伈0'1/\ 勹 a2) V (a1/\,a2/\ /32) v (“I A a2 A /3I /\伈） v (如＾ U2 /\ /31 /\F1 n F2 = 0)). 

con3 d二! F = F1 u F2, S = S 1 u S2, a = a 1 /\ Q2, /3 ＝ /3 1 /\ /32, S1 n S2 = 0,

(-,0:1/\-,“2/\ （L= L 1 u 局） v （如＾仍＾ （ L = L 1 U L2 U F2)) V 

(a1/\ -,“2 /\ （L = L, U L2 U F1 )) V (a 1 A a2/\ （L = L 1 U L2 U F, U F2)) 

我们使用符号(U)来代表一组有相同左侧非终止符的产生式。 当字母表;

固定时， 则T, N, P都是有限的。 显然， 上面定义的 Gidre 是上下文无关文法。

与标准确定性表达式的文法相比， 我们将非终止符的参数组扩增了 s, 并增加了

几组处理无序与计数符号的产生式。

值得注意的是， 在将推导规则 T 中的Count:, !m,n]情况转化为文法的产生

式类时，共分了3类Opt、Star与Count来体现。对于r [m,n ] ， 我们需要慎重考虑

m与n的取值，因为m,n的取值将影响到表达式r [In,n] 是否具有flexible属性， 而

该属性又将影响的followlast集合（也就是非终止符五元组中的L)的计算。 它们

要满足的基本条件为：m � n, 而且mEN,nEN\{O}U{oo}。 为了避免引入复杂

的计算公式来求解flexible属性（参照文草[7]， 至少需要在文法中额外引入的 一

个double类型的综合属性与一个int类型的继承属性才能求解当前表达式是否为

flexible的）， 在这里 ， 生成文法时我们先只考虑m < n的清况。 在此情况下， 当

m = O,n = l时，我们简写为卢，此时由定义2.5知followlast(r?) = followlast(F), 

即产生式中的Opt类；当m > 0, n > 1时由定义2.6可得，r ［m,n]是flexible的，

那么由定义2.5知followlast(F[m,nl) = followlast(F) U jirst(F)。 为了能够生成两

个正整数，？1,n, 且满足n > m, n > 1, m > 0, 我们用非终止符C来描述语言

L = {n 11mm I n > m, n > 1, m > 0}。 因此我们只需要统计生成的字符串中n,m的

次数， 即可得到计数符号的上界n与下界m， 这就是产生式中的Count类。 因

为n的出现次数是有限的， 所以又增加了Star类， 使得n可以取值 OO 。

定理3.7. DREs(＆，＃)可由上下文无关文法 G,dre 描述。

证明． 我们将证明(1)所有 G,dre 能推导出的字符串都是DREs(＆，＃）， 可通过

对推导的长度进行归纳，（2)所有DREs(＆,#）都可以由 Gidre 推导得到， 可通过

对表达式的结构进行归纳。

(1)：在文法 G/,dre 中， 如果存在一个非终止符 R
F

,
L

,S,a,/3 乌 r' 那么 r 是确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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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且满足first(r) = F,followlast(r) = L,sym(r) = S, 1l(r) = a, W(r) = f3 。

基本：如果推导只有一 步，根据G,dre，那么r=a或c，其中a EE。r肯

定是确定性的。

归纳步骤：假设推导有k + 1步，且前K步满足该定理，也就是G,'．h e 中

存在相应的非终止符产生确定性表达式。如果第(k + l)步推导用到Inter类的

产生式：RF.L, S, 订,/3⇒凡＆R2 今r 。 因为凡或凡的推导不超过K步 ， 那么有

RI今r 1 , R2乌历，其中r1, r2是确定性表达式。则r = r 1 &r2。依据产生式规

则Inter, r, r]与r2满足其中的con3,于是有sym(r1) n sym(r2) = 0。又因为

r1, r2是确定性的，根据定理4得到r是确定性的。而且存在F = first(r), L = 

followlast(r),S = sym(r),a = t!(r),(3 = W(r)，其中由con3知他们的取值，例如

F = first(ri) U first（历），a = J(ri) A J(r2) · · ·。如果第(k + 1)步推导用到其它类

的产生式规则，同理可证。

(2)：如果存在 一 个扩展确定性表达式r,以及五个元素F = first(r), L = 

followlast(r),S = sym(r),a = J(r),(3 = W（八那么在文法Gidre中将有 一 个

usefitl非终止符RF, L,S,a,/3，满足RF, L,S,a,/3今r.

r = a(t:）时，参照文法G,:dre 的Base类产生式规则，有R 同业 1t叶，o, 1 (Ro )满足条

件。

r = r 1 &r2:因r是确定性的，则由定理4知r1, r2是确定性的。由归纳假

设，可得出在文法G;dre 中存在us�ful非终止符凡与R2 ,满足R了心，S呻哟乌八

且R?，L2,S泣2,/32乌乃，其中Fi = first(r1), L 1 
= followlast(r 1 ), S, = sym(r 1 )心＝

J(r』/3 ］ ＝W(r,) and F2 = first(r2), L2 = followlast（历），S2 = sym(r2)立2 = t!(r2),/32 = 

W(r订。依据first,followlast; sym, A与W的计舞规则，我们可以得到，first(r) = 

first(r,) U first(r2), (---,tl(r1)A---,A（历）＾followlast(r) = followlast(r,) Ufollowlast（历））v

(---,tl(r 1 ) /\ J(r2)/\followlast(r) = followlast(r,) Ufollowlast(r2) Ufirst(r2)) v(t!(r1)/\ 

---,;l (r2) /\followlast(r) = followlast(r1) U followlast(r2) U first(r 1 )) V (J(r 1 ) A A（历） ＾ 

followlast(r) = followlast(r1)ufollowlast(r2)Ufirst(r,)ufirst(r2)), sym(r) = sym(r,)u 

sym(r2) and J(r) = J(r,) A ;l(r2),/3(r) =/3(rl) A/3(r计。这符合G;d,-e中Inter类产

生式的规则con3 ， 因此存在RF. L.S.a,/3 今 R 1 &R2 乌，· 1 &r2，也就是RF.LS.a,/3乌r。

六匕情况(r = r1 十r2,r = r1 ． 历，r = r1?,r = r�,r = r\m, n](m < n,n > 1,m > 0)) 

可同理证明。 □

定理3.8. DREs(＆,＃)不能被正则文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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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章[I]证明了标准确定性正则表达式不能由正则文法描述。 因为标准确

定性正则表达式不像正则语言那样在同态下保存封闭性。 因此，IDRE作为标准

确定性正则表达式的超集类， 故而也不能由正则文法定义。 口

3.2.3 文法的优化

我们分析文法Gidre的规模， 即其中非终止符集N的大小与产生式P的条

数。对于给定的字母表E, 先分析N的数目， 因为first,foLLowlast与sym桀合各

可能有2 区 1 个取值 ， N的大小 ， 记为INI约为2引E1+2 + 2。 每一 条产生式最多会

有3个非终止符出现， 那么产生式P的条数， 记为IP| ， 约为0(291$| ）。 显然INI

与I和的数愿级将随善IEI的增大而爆发， 这使得从中找到useful的非终止符与

valid的产生式的任务极其艰巨。 注：因为在G心e文法中，Count类产生式会产

生无限种可能性的m与n的清况， 且除了需要生成的计数符号不同外它与Star

类的规则完全相同， 我们在统计INI时不计入C,A,B三个非终止符， 在统计IP|

时， 不计入Count类的产生式。

我们通过观察文法Gidre中产生式规则的约束， 发现了useful非终止符的性

质，从而得到如下的引理。引理中的优化规则能够加速化简文法，去除无效产生

式。 因为只有产生式中所有的非终止符都是useful的， 该条产生式才是valid。

引理3.9. 文法G/dre中的非终止符RF,L,S,a:,/3是useful的， 当且仅当它同时满足以

下四个条件： （1) Sn F * 0; (2)F u L C S; (3) (F n L = 0) � (/3 ＝I); (4) (a = 0 

and/3 ＝ 1) 一 (Ff L儿

证明（⇒) (1) S代表着sym集合， 即包括所有表达式中出现的字母表， F是表

达式的first集合， 由定义2.4知， 除了表达式是s时， 为{e}， 其余情况下为字

符的集合。 因为我们将s单独用非终止符凡推导得出， 其余情况下并不生成

s而是用产生式类Opt替代， 所以S与F都不为空， Sn F * 0。(2) F与L都

是S的子集 ， 所以FUL CS。(3)当F n L = 0,不存在字符a,b满足a = b, 
a E F, b EL, 由引理3.3得到W = true (/3 ＝ l)。(4)当a = O且/3 = I时，假

设FCL，那么至少存在字符sEFnL。 因为a = 0, RF,L,S,a,/3从产生式Base,

Union, Concat,或Inter推导而来的。 如果， 它来自Opt, Star或Count, 那么

a = l与前提条件矛盾。若是Base,我们可得到L = 0,这与sEL相矛盾。若是
Union, RF,L,s,a:,/3 分 R八，L ,,S，立I,/3I +R庄， L2,S2,O2,/32可 参照文法Gidre的con], 我们得
出F = Fi U F2, L = Li U L2, 那么s可能存在于F1 n L1, F1 n L2,F2 n Li或F2 n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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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由定义3.1知， 这些情冼都将导致W = false (/3＝0)， 这与前提条件/3 = l 

相违背。 对于Concat, Inter的清况 ， 同理可得。

（仁）我们将证明当以上四个条件同时成立时 ， 存在一个扩展确定性表达式r

使得first(r) = F,followlast(r) = L, sym(r) = S,.1(r) = a, W(r) =/3。 也就意味
着 RF, L,S,a,/3 是useful。

当FnL=0且满足其它条件时我们假设F = {a1,..., am J, L = {b。,．．,h
p }

， 其中a,- (i E [l, ml), b1 (j E [0, p])是不同的字符， 那么 s = { a I,..., am , ho,..., 

切。 因为满足条件（3)' 则有/3 = 1。 因此我们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悄况1:当a= 1时， 我们可以构建表达式r = ((a, +... +am ) · (b� +..．十

旯））？ ， 它满足first(r) = F,.followlast(r) = L, sym(r) = S, a = 1,/3 ＝ l。

·悄况2:当a = O ， 因为我们保证了F <1: L, 所以表达式r = (a1十．．．十

am)... (b� +... + b;）可以满足first(r) = F,.foLLowlast(r) = L, sym(r) = S, a = 

0,/3 ＝ 1。

当FnL':/:. 0且满足其它条件时， 我们假设F = {ao,..., Gm , Ci,..., Cn } and 

L = {b。,．．．，hp,c1,...,c11 }， 那么S = { ao,..., am, b。,．．．，bp , Ci,..,, C11 }。 我们考虑

以下几种情况．

·情况1:当a= 0,/3 ＝ 0时， 我们可以构建表达式r = (a。+ .. ＋am+

C1... + en) · (b� +... + b;J + c�..．十心）， 它满足first(r) = F, followlast(r) = 

L, sym(r) = S, a= 0,/3 ＝ 0。

·情况2:当Q'= 1,/3 ＝0，时，表达式r = ((a。十．．十Gm +C1..．十c,, )·(b�+.．十

b; + c;..．十心）尸满足first(r) = F, followlast(r) = L, sym(r) = S, a= 1,/3 ＝ 0。

·情况3:当a= 1,/3＝ 1时， 若mt 0, 我们可以构建表达式r = (((a1 +

... +am)&(c�十．．＋心） （b�+...十约））？；若m=O,表达式r = ((c1&... &en) 

(b� +..．十％）丫满足first(r) = F, followlast(r) = L, sym(r) = S, a= 1,/3 ＝ 1。

·情况4:当a= 0,/3＝ 1时，因为满足条件（4),FrJ,L,所以必然存在一个

字符aEF但是a茫L。因此我们将F原本的赋值改为F=如 ，．．．，a 111,C1,...,C,,｝。

表达式r = ((a1 +... + am)&(c尸＋．．．十c�)) · (b� +..．十约）可以满足first(r) = F, 

followlast(r) = L, sym(r) = S, a= 0,/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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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分析

在本节中， 我们将在小字母表上实现文法 G;d,-e 。 一 方面我们将通过展示文

法的非终结符与产生式大小， 来表明引理3.9中优化规则的有效性。 另 一方面我

们将对比我们简化的文法与标准确定性表达式的文法 s-Gdre [I]的规模。 所有实

验在一 台2.2 GHz Intel Core i7和16G RAM的计算机上进行。

我们可以利用引理3.9简化文法 G,dre, 并将简化后的文法表示为 s-Gidre, 它

只包含 useful 的非终止符和valid的产生式。 我们在小字母表上实现 G;dre 与 s

G,d戊， 它们的规模见表3.1。 其中凶是非终止符集合的大小，1PI是产生式的数

正， E|是字母表的大小。

表3.1文法 Gidre 与化简后文法 s-Gidre 的规模对比

C;dre s-G,dre |P| i,I S-G,d心 (100%)心I IPI in G 沮哎

INI |P| INI IPI 

33 2,097 6 15 0.668% 

2 257 103,810 44 1,116 1.074% 

3 2,049 4,926,467 282 46,865 0.951% 

4 16,385 1,652 1,495,482 

从表3.1可知， 优化规则是非常有效的， 尤其对于减少生产数星， 使其可降

低大约两个数量级。 当n=3时， Gidre 中约99.05%的产生式不是valid的。 当

n=4时， 生成 Gidre 的产生式时就会因执行时间过长而无法记录， 这也表明了

优化规则的必要性。

我们也实现了标准确定性表达式的文法 s-Gdre [I]， 与 s-G;,t,-e 做对比， 实验

结果见下图4 ]。 左侧是[NI的大小，右侧是IPI的大小， 字母表大小取值1 ~ 4。

我们可以发现， 无论从非终止符还是产生式来看， 文法 s-Gidre 与 s-Gdre 的

规模都随之字母表的增多而大幅度增长， 其中以 s-Gidre 中产生式数巨的增长最

为剧烈。 文法 s-Gidre 上七 s-Gdre 规模增加的部分， 主要是由无序符号的增加引起

的， 因为我们之前已提到不将无限的Count类产生式计算在内。 当11::1 = 4时，

s-Gidre 中产生式的数目已到达约149万条， 可见该文法的规模是庞大的， 会使

其实用性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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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第二种文法构造方法

我们观察定理4可得，只有形如Fini. 11]的表达式才会调用函数W(F)，也

就是表达式F可以连续地迭代多次。满足此类要求的表达式被称为具有属性

continuing [ I 0]，记作ct(F) = true。其形式化定义如下：

定义4.1 ([ 1 O]). F是表达式E的 一 个子表达式，F具有continuing属性(i.e.,

ct(F) = true)，仅当对于任意字符串W1, W2 E L(F)，存在u, v E (sym(E) U b)* 

满足ubw1bbw沙VE L(E心，其中胚是将E中的F替换为bFb (b茫sym(E)）。

我们设计函数markRable来计算表达式是否具有continuing属性，见图4.1，其

中参数E是输入的表达式，布尔参数N将赋值于当前子表达式。函数markRable

的计算过程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地遍历表达式E的语法树。而，属性值N则是由

上 一层子表达式传递给下一层子表达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属性值N才会发

生改变： 一 种是当E = E�时，则ct(E1) = true = N；另 一 种是当E =El ． 局且

ct(E) = true廿寸，贝lj ct(E1) = 1(£2) = N, ct(E2) = 1(£1) = N 。

Function markR,able(E: E.功叩sion, N: Boolean): 
C邸e E = a or E": ct(E) = f u.ise; 
case E = E1 + E2 or E = E心庞：ct(E) = N; 

markRable(E1, N); mar沺扯le（阮，N);
岱．se E＝趴．历：r.::t(E) = N; 

if cl(E), th'Cn (m釭kRablo（趴，入(E2))； 出釭kRablo(E2,人（氐）．）｝
elsc { m扛kRablc(E1 1 N); DI扛kRablo(E'2, N);} 

妞se E =Eim, 1 .J : 
if n = 1, then cl(E) = N; ma.rkRa.ble(E1, N); 

else ct(E) = N; m江kRable(E1, true); 

图4.1调用markR吵／e(E, false)计算continuing属性

于是我们可以将定理中的W函数用ct函数替代，改写为以下定理

定理4.1.对于一个扩展表达式E:

1. E = t: or a: E是确定性的。

2. E = £1 + E2: E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局局都是确定性的，，first(E1) n

first(E2) = 0，并且当ct(E)时'(!ollowlast(Ei) nfirst(E2) = 0,follow last(E沪

first(E1) = 0)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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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 = E1 · E2: E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E 1，压都是确定性的，followlast(E1) n

first(E2) = 0，并且

－当tl(E1)时，first(E1) nfirst(E2) = 0; 

－当ct(E)时，followlast(E2) nfirst(Ei) = 0,且当飞l(E1), tl(E计时，

伲t(E1) nfirst(E2) =叨。

4. E = E,&E2: E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E1，比都是确定性的，且sym(E1) n

sym(E2) = 0。

5. E=E尸m]：E是确定性的，当且仅当E 1 是确定性的。

证明荎于定理4与函数W与ct的计舞规则，可得到此条定理。 口

4.1 文法表示

我们将定理4.1转化为推导系统T'，模拟一个扩展确定性表达式的推导生成

过程从而设计文法。

4.1.1 推导系统

推导系统T'包含以下推导规则，每一条规则对应定理4.1中的每条声明。

Base: 
I- e I- a (a E骂

卜 r 卜， jirst(r) njirst(.<) = 0 /I （飞t(r+s)v((Jo/lowla.<t(r) nfirst(s) = 0) 11(Jollowfast(s) nfirsr(r) ＝州）
Union: 

卜 1· + S 

Inter: 卜／� 卜 s sym(r) n sym(s) = 0 
卜 r&s

卜 r 卜 S Uol/owl心t(r) njirst(s) = 0) /I (--,／l(r) V(jiISt(r) nJir心 ） ＝ 0)) /\ (--,ct(r - s) v ((follow/a.，小）可irst(r) = 0)11 

Concat: 
I- r · s 

（如st(r) nfirst(s) = 0) V A(r) V 如）))}

卜I-Count: 
卜I- ［m. ，'] 

证明同上一种方法。

4.1.2 DREs(&,#）的文法

根据T'，我们设计文法G;dre = (N, T, P, So)来描还DREs(＆，#）。让� = 

位，．．．，叫，那么终止符为T=I十，．，＆，（，），飞＊，[,],m,n} U �。非终止符为N=

氏U{R。,A,B,C}，每个R中的非终止符为RF,L,S,a,0 ,其中F,L,S k �. a,0 E {0, 1) 

(1等价于true, 0等价于false)。RF,L,S,a,。 用于描述一组表达式r E DREs(＆,＃）满

足: F = first(r), L = foilowlast(r), S = sym(r), a=,i(r), 0 = ct(r)。我们令所有

非终止符都是开始符S。 = 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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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产生式P, 我们将参照T'中的推导规则， 因为每条针对不同操作符的

规则类都对应于一组表达式。同时我们在其中增加了first, followlast, sym, A和

ct的计算规则。 产生式P如下所示：

Base: R如1.0.1 幻 i,o.o --> a;, i E { I, 2, · · ·} R。 --> 01& 

Union I RF, L, S.a.0 __, LJ(RF1. z.1.s」 <> 1.0 + R压L2, S妞2•。）
COIU' 

Concat: RF.L.S.a.u
--> LJ(RF1, L1.S1“ '向．RF2. L2,S2心勺

ro112 

lnter: RF.L.S.a.u � LJ(RF1.L1.s1.a1.o & R庄．L2.S2.<f2. 0 )
con3 

Opt: RF, l..S. 1.0 � (RF, l.,S.«1,0 )? Star: RF.L.s. 1 ,11
..... u (RF, L1,S, rr1, J )* 

L=F1UL1 
Count: RF.L.s. 1 .fl--" LJ (RF．互s,,..,.,)[C]

L=f'1UL1 
C-+ nAm A-➔ nAm I B B -+ 118 I n 

其中：

con! d!f:/ F = F1 U F2, L = L1 U L2, S = S1 U S2, a= (Y 1 V a2, F1 n F2 = 0, 

-,0V ((F1 nL2 = 0) II (L1 n F2 = 0)) 

con2竺('((t1 II (F = Fi U F2) II (F1 n F2 = 0)) V (-,a1 II (F = Fi)), S = S1 U S2, 

a=a1^a2, (a2 II (L = Li U L2 U 和）I v （玉＾ （L ＝坛））， L 1 n F2 = 0, 

(0 I\ (8 1 = 0'2) II (02 =们） V (-,0 II (0 = 01 = 02)), 

叫 (F1 nL2 = 0) II (a1 II 喷2 A FI n F2 = 0)）, （如＾ a2 11 01 11 F1 n F2 = 0)) 

con3竺r F = F1 U F2, S = S1 U S2, a = a 1 II 0:2, 0 = 01 II 02, S1 n S2 = 0, 

（如＾飞 II (L = L 1 U 团） v （如＾ a2 11 (L = LI U L2 U F2)) V 

(a1 II,a2 II (L = L 1 U L2 U F1)) V (a1 II a2 II (L = Li U L2 U F1 U F2)) 

我们使用符号(U)来代表一组有相同左侧非终止符的产生式。 当字母表 2

固定时， 则T, N, P都是有限的。 显然， 上面定义的 c;dre 是上下文无关文法。

与标准确定性表达式的文法相比， 我们将非终止符的参数组扩增了 s, 并增加了

几组处理无序与计数符号的产生式。

定理 4.2. DREs(&, ＃)可由上下文无关文法 G切，e描述。（同上种方法可证）

4.1.3 G心e 与 c;dre 的对比

1. Gidre 有优化规则， 可以直接得到有用的非终止符， 进而得到有效的产生

式。 因此 G;d” 可以直接用文章 [1] 中的旬子生成算法， 快速随机生成扩展确定

性正则表达式。 G;dre 没有优化规则， 故而只能从所有的产生式中遍历逐步删去

无效产生式（这将耗时巨大， 因为所有可能的产生式个数约为0(29|＄| ）)， 也不

能应用以上的旬子生成算法。

2. 我们对比文法 s-G;dre 与 s-G;dre （删除无用非终止符与无效的产生式的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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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G饭，飞）的规模。 在小字母表上的规模见表4.1，其中 INI 是非终止符集合的大

小，旧是产生式的数昆， 1 江是字母表的大小。 由表可见两者的数昼级相同， 但

后者的规模略小。

表4.1简化后的文法G过心与G,/dre的规模对比

Gidre G
' 

|2| 
idre 

INI IPI INI IPI 

1 8 19 6 15 

2 47 1,100 44 1,116 

3 255 40,754 282 46,865 

4 1,367 1,182,718 1,652 1,49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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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基千原表达式的确定性判定算法

正如[1]中，基于定理3.1可以得到 一 个基于标号扩展表达式的确定性判定算

法，其算法复杂度为O(IEIIEI)。同样地，我们可以将定理4.1转化为基于原表达

式的O(IEIIE|）确定性判定算法。伪代码见算法1,其中省略了jirst,fo!Lowiast, sym 

共合的计舞。

Algoritlun 1: Determ_unmarked (E: Expression) 
input : an expression E in m.Es 
output : true if the expression E is determ呻tic o:r fal愁 otherwi邸

l if E = a or E: then return true
2 if E = E1 I E2 then
s I if Determ-unmarked(E1) and De七erm..unmarked(E2) then 
4 I I if first(E1) nfi,rst（岛）,,= 0 then 
5 I I L return false 
6 I I if ct(E) and (/ollowlast(E沪f订st(E2),t= 0 or 

followlast(E2) n first(Ei) � 0) then 

: l l e二二fatlrs;
9 I else return false 

10 if E = E1 ·坠then
l1 1 if Determ-unmarked(E1) and Determ..unmarKed(Ed then 
12 I I if followlast(E1) njirsl(E2) #- 0 or（入（E1) and forst(E1) n first(E2) /; 0} 

then 
1s I I L return false 
14 I I if ct(E) and (iotlowlast(E2) nfirst(E1)于0 or (first(E1) nfirst(E2) -/= 0 

and-,入(E1)and入（动）then return fal 
15 I I else return true 
16 L else return false 
17 if E = E1&E2 then 
18 l if Determ-unmarked(E1) and DoteI'llLunmarKed(E2) then 
19 I L return sym(E1) n s即(E2) = 0 
20 I else return false 

阮叫2l if E = E
l 

then return DeterllLunmarked（趴）

算祛IDeterm_unmarked与[ I]中基于标号表达式的判定算法相比，虽然时间

复杂度相同（同[l]的分析），但是实际中，Determ_unmarked 具有 local 

nondeterminism-locating的特性。该特性是指算法能够高效地、准确地局部定位到
非确定性的子表达式，而不需要遍历整个表达式。我们巳表达式E =((a· a?&b) 

(c + d)？）＊为例，执行算法Determ_ unmarked(E)，并将关键计算过程呈现在E的

语法树上，见图5.1。我们也将[ I]中算法Followlast Der (E)的执行过程记录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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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树上， 进行对比。
r- － － 

;r.:F.j=((a•a'&h)•(r+d)')' : 
1£=百＝ （（a,· a,''&b,) · (r1 +d1 )..,. ， 

户心 ＠＊ 
I ＂，，，O［心I•= fa垃

if吓t（百） ＝ （a1, h1} ｀ 
,joIIow/ast（百） ＝伈，a ， ,h,,r1 4, l 
:3(il E仔·st（贮，加,.�!,,, ".. : 

年a'，but G, l @ ．l - － － - － － － － － － － － － － - － － 3 ,＇,＿ ．"＇，i',' 氏11,w1尺｀＂沁，
c················:·····，亨噜..,
:E= E, ·E, = a·a1 

: fir环（七，） ＝ ［al 

?：：；t;：：:
5

飞f.，从霆？ 笠 ＆ ，:followlasc(li,) n {i,·st(t,).. 0 
...... ..... .. .. ...... •

Determ_original 占 I \ 
4 . b @ 

'`.，. i.“r, r, i 

／ ＼

＂
 

＠
匝＿

 

?·
K
I
 

心

\
－

Tua ？＠ 
心匹mb1e = faKe 

a@ 

0C 

十＠
r'7＇,“'，bl'= folse 

／ ＼ 

d®

图5.1表达式E的语法树

如图5.1所见， 算法Determ—unmarked(E)与FollowlastDer(E)的返回结

果都是E是非确定性的。 对于Determ_unmarked(E)， 它的判定过程将依次遍

历语法树的结点1 ---+ 2 ---+ 3 ---+ 4, 并且在结点4处它符合算法中第15行的

条件， 返回false。 但是对于Follow last Der(E)， 判定过程将依次遍历结点1 ---+ 

2 ---+ · · · ---+ 11 ---+ 12, 直到结点12才返回false。 最终， Determ—unmarked(E)

能够定位到子表达式a ． 矿导致了非确定性，但FollowlastDer(E)只能定位到

((a · a? &b) · (c + d)？） ＊。 显然， 对于此例， Determ_unmarked(E)的定位非确定

性因素的效率更高且更准确。 以此推广，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当 一类非确定性

表达式的非确定性因索是由子表达式F导致的， 并且F具有contiuing属性时，

Determ—unmarked(E)能够发挥其local nondeterminism-locating特性的优势。

21 



第6贲应用旬子生成算法

第6章 应用句子生成算法

我们在第三章与第四章， 分别用两种方法为扩展确定性正则表达式构造了

文法 Gidre 与 G切，飞。 在各章实验部分分别展示了文法简化后的规模， 我们可以

看到在小字母表上，文法的规模也是巨大的而且是指数级别的剧烈增长。丙此在

应用此类大规模文法生成旬子时，需要选取合适的旬子生成舞法。巳有的句子生

成舞法[ 12-15]都需要对文法遍历一遍进行预处理， 这一操作不适用于 Gidre 与

G;
dre

这类大规模文法。 我们选用文章 [1] 中的随机生成算法 Random Generation 

Algorithm（简称 Ran_Gener at or)，该舞法不需要预处理文法即可进行随机生成，

但是由于该算法只接受简化后的文法， 即只包含有用非终止符与有效产生式的

文法， 所以 G;dre 不能直接应用，文法 Gidre 的简化形式 s-Gidre 可以。 我们结合

s-Gidre 的清况，对[l]中的算法 Ran_Generator 进行了复现，并且记录了实验结

果。 Ran_Generator 的输入是允许的字母表大小闾以及允许的表达式的最大长

度l, 输出为随机生成的扩展确定性表达式E，其中sym(E) � I:, 1£1 � l。

我们设置l = 30, I习取值从1到7, 记录成功随机生成一个扩展确定性表达

式的耗时情冼， 见下表。

表6.1 Ran—Generator 作用于 s-G,dre 生成一个表达式的耗时情况

[I::[ l 2 3 4 5 6 7 

Time(s) 0.01 0.12 0.2 3 13 114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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