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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集拓扑学教案

为开设数学专业本科自学考试及宁德师专数学系数学教育专业“点集拓扑”课程,

按熊金城《点集拓扑讲义》(第三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第一至七章编写的

教案。自考生授课 30 学时, 专科生授课 45 学时。教学内容与进度安排如下。

章节 自考生授课主要内容 时数

1 朴素集合论 2
2.1-2.3 度量空间、拓扑空间、连续映射、邻域 4
2.4-2.7 闭集闭包、内部、边界、基、序列 4

3 子空间、积空间、商空间 3

4 连通、连通分支、局部连通、道路连通 3
5 第一、二可数性、可分性、Lindelöf 性 3

6.1-6.4 各种分离性公理 T0-T4 3
6.5-6.6 分离公理的运算保持、Urysohn 度量化定理 2
7.1-7.3 紧致性、分离性及 Rn中的紧致子集 3
7.4-7.5 各种紧致性、度量空间中的紧致性 2

7.6 局部紧致空间、仿紧致空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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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专科生授课主要内容 时数 备注

拓扑学的起源 1

一 朴素集合论 5 习题课时 1
1.1 集合、映射与关系 2
1.2 无限集、选择公理 2

二 拓扑空间与连续映射 14 习题课时 2
2.1 度量空间与连续映射 3 不讲附录

2.2 拓扑空间与连续映射 2
2.3 邻域与邻域系 1 不讲定理 2.3.3
2.4 导集、闭集、闭包 3 不讲例 2.4.4, 定理 2.4.8
2.5 内部、边界 1

2.6 基与子基 1
部分证明定理 2.6.3, 邻域

基及相关内容在 5.1中介绍

2.7 拓扑空间中的序列 1
三 子空间、有限积空间、商空间 5 习题课时 1
3.1 子空间 1.5 嵌入在 6.6中介绍

3.2 积空间 1.5
3.3 商空间 1 例 3.3.3 起不讲

四 连通性 6 习题课时 1
4.1 连通空间 2
4.2 连通性的某些简单应用 1
4.3 连通分支 0.5

4.4 局部连通空间 1
4.5 道路连通空间 0.5 道路连通分支不讲

五 有关可数性的公理 5 习题课时 1
5.1 第一与第二可数性公理 2
5.2 可分空间 1 定理 5.2.1 不讲

5.3 Lindelöf 空间 1
六 分离性公理 8 习题课时 2
6.1 T0、T1、Hausdorff 空间 1.5
6.2 正则、正规、T3、T4 空间 1 例 6.2.2 讲部分

6.3 Urysohn 引理和 Tietze 扩张定理 0.5 不讲定理 6.3.1, 6.3.4的证明

6.4 完全正则空间, Tychonoff 空间 1
6.5 分离性公理与子空间、积空间和商空间 1
6.6 可度量化空间 1 定理 6.6.1 讲部分

七 紧致性 10 习题课时 3(含总复习)
7.1 紧致性 2.5 定理 7.1.6 讲部分

7.2 紧致性与分离性公理 0.5 引理 7.3.2 用分析中的结论

7.3 n 维欧氏空间 Rn中的紧致子集 0.5
7.4 几种紧致性以及其间的关系 1.5
7.5 度量空间中的紧致性 1

7.6 局部紧致空间, 仿紧致空间 1 定理 7.6.8 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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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朴素集合论

点集拓扑学(Point-set Topology)现称一般拓扑学(General Topology), 它的起源与出发点都是

集合论. 作为基本的点集拓扑学知识, 所需的只是一些朴素集合论的预备知识. 本章介绍本书中

要用到的一些集合论内容, 主要涉及集合及集族的运算、等价关系、映射、可数集、选择公理等.

作为一教材, 讲义对各部分内容均有较系统的论述 , 作为授课, 我们只强调一些基本内容, 而对

已有过了解的知识不提或少提.

记号: Z, Z+, R, Q 分别表示整数集, 正整数集, 实数集和有理数集.

一. 集合的运算

幂集 P(X), 交∩ 、并∪、差－(补, 余 CA, A).

运算律: De Morgan 律: (1) A-(B∪C)=(A-B)∩ (A-C)

(2) A-(B∩ C)=(A-B)∪(A-C)

利用集合的包含关系证明(1).

类似可定义任意有限个集的交或并, 如记

A1∪A2∪… ∪An= (A1∪…∪An-1)∪An=∪i≤nAi =∪ n
1i Ai.

规定 0 个集之并是, 不用 0 个集之交.

二. 关系

R 是集合 X 的一个关系, 即 RX×X, (x, y)R 记为 xRy, 称 x 与 y 是 R 相关的.

R 称为自反的, 若xX, xRx;

R 称为对称的, 若 xRy, 则 yRx;

R 称为传递的, 若 xRy, yRz, 则 xRz.

等价关系: 自反、对称、传递的关系.

如, Δ(X)={(x, x)|xX}, 恒同关系, 它是等价关系; {(x, y)| x, yR, x<y}, 小于关系, 它是传递

的, 但不是对称的、不是自反的.

设 R 是 X 上等价关系, xX, x 的 R等价类或等价类[x]R 或[x]为{yX | xRy}, [x]R 的元称为

[x]R 的代表元; 商集X/R={[x]R | xX}.

定理 1.4.1 设 R 是非空集合 X 的等价关系, 则

(1) xX, x[x]R;

(2) x, yX, 或者[x]R=[y]R, 或者[x]R∩ [y]R=.

证(2). 设 z[x]R∩ [y]R, 则 zRx, zRy, 于是[x]R[y]R 且[y]R[x]R, 于是[x]R=[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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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映射

函数 f: X→ Y. AX, f(A)={f(x) | xA}像; BY, f-1(B)={xX | f(x)B}原像.

满射、单射、一一映射(双射)、可逆映射、常值映射、恒同映射 iX、限制 f|A、扩张、内射 iX|A :

A→ X.

集合Xi, i≤n, 笛卡儿积X1×X2×… ×Xn= Пi≤nXi =Пn
1iXi={(x1,… ,xn) | x iXi, i≤n}到第 i个坐标集

Xi的投射 p i: X→ Xi 定义为 p(x)=xi, 其中 x=(x1,… ,xn).

对等价关系 R, 集合 X 到商集 X/R 的自然投射 p: X→ X/R 定义为 p(x)=[x]R.

四. 集族

数列{xn}={xn}nZ+, 有标集族{Aγ}γΓ, 指标集Γ, 与{Aγ| γΓ}不同, 可记有标集族A={A}AA;

类似地, 定义其并∪γΓAγ(或∪A)、交∩ γΓAγ(或∩ A), 不定义 0 个集的交. 与有限集族有相同的运

算律, 如 De Morgan 律

A-(∪γΓAγ)=∩ γΓ(A- Aγ), A-(∩ γΓAγ)=∪γΓ(A- Aγ).

映射对应的集族性质: f(∪γΓAγ)=∪γΓf(Aγ), f(∩ γΓAγ)∩ γΓf(Aγ),

f-1(∪γΓBγ)=∪γΓf-1(Bγ), f-1(∩ γΓBγ)=∩ γΓf-1(Bγ).

五. 无限集

通过一一映射来确定两集合的个数的多少.

有限集(或与某{1, 2, … , n}有一一映射), 无限集, 可数集(或存在 X到 Z+的单射), 不可数

集.

易验证: 有限集是可数集, 可数集的子集是可数集, 可数集的映像是可数集.

定理 1.7.3 X 是可数集X 是 Z+的映像.

由此, Q 是可数集, 两可数集的笛卡儿积集是可数集, 可数个可数集之并集是可数集.

定理 1.7.8 R 是不可数集.

利用 Cantor 对角线法证明开区间(0, 1)中的实数不可数.

直观上, 集合 A中元素的个数称为该集合的基数, 记为card A, 或|A|. |Z+|=0, |R|=. 若存在

从集合 A 到集合 B 的单射, 则定义|A|≤ |B|.

连续统假设: 不存在基数, 使得0<<.

选择公理: 若 A 是由非空集构成的集族, 则AA, 可取定(A)A.

由选择公理可证明, 若, 是基数, 则下述三式中有且仅有一成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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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拓扑空间与连续映射

本章是点集拓扑学基础中之基础, 从度量空间及其连续映射导入一般拓扑学中最基本的两

个概念: 拓扑空间、连续映射, 分析了拓扑空间中的开集、邻域、聚点、闭集、闭包、内部、边

界、基与子基的性质，各几种不同的角度生成拓扑空间，及刻画拓扑空间上的连续性.

§2.1 度量空间与连续映射

在 R 上, |x-y|表示点 x 与 y之间的距离. 绝对值是一非负函数, 具有三条重要性质.

定义 2.1.1 设 X 是一集合 , : XXR. 如果满足正定性、对称性和三角不等式, 则称是 X

的一个度量. (X,)称为度量空间, (x, y)表示两点 x, y 之间的距离.

例 2.1.1 实数空间 R.

(x,y)=|x-y|, R 的通常度量.

例 2.1.2 n 维欧氏空间 Rn=RR…R.

对于 xRn, 记 x=(xi). 定义(x, y)= 


n

1i

2
ii )y-(x , Rn的通常度量, n维欧氏空间. R2称为欧氏

平面或平面.

例 2.1.3 Hilbert 空间 H.

H={x=(x1, x2, … ) | xiR, iZ+; 

1i
2
ix <∞}. 定义(x, y)= 



1i

2
ii )y-(x , 则度量空间(H, )

称为 Hilbert 空间.

例 2.1.4 离散度量空间.

度量空间(X, )称为离散的, 若xX, δx>0, 使得不存在 X 中的点 yx, 满足(x, y)<δx. 如

对集合 X, 按如下方式定义: XXR 是 X 上的离散度量:










y.x1,

y,x0,
y)(x,

定义 2.1.2 设(X, )是度量空间. B(x, )={yX | (x, y)<}称为以 x 为心, 为半径的球形邻域,

或邻域, 或球形邻域. 对(R, |.|), B(x, )=(x-, x+).

定理 2.1.1 度量空间(X, )的球形邻域具有性质:

(1) xX, >0, xB(x, ε);

(2) xX, 1, 2>0, >0, 使 B(x, )B(x, 1)∩ B(x, ε2);

(3) 若 yB(x, ε), δ>0 使 B(y, δ)B(x,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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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2) 0<ε<min{ε1,ε2}; (3) δ=ε-ρ(x, y), 则 B(y, δ)B(x, ε).

定义 2.1.3 X 的子集 A 称为(X, )的开集, 若aA, ε>0, 使 B(a, ε)A.

每一球形邻域是开集.

例 2.1.5 R 中的开区间是开集.

x(a, b), 让ε=min{x-a, b-x}, 则 B(x, ε)(a, b). 同样可证, 无限开区也是开集. 闭区间[a, b]

不是开集.

定理 2.1.2 度量空间的开集具有以下性质:

(1)X, 是开集; (2)两开集的交是开集; (3)任意开集族之并是开集.

证 (1)由定理 2.1.1(1); (2), (3)由定理 2.1.1(2).

定义 2.1.4 设 X 是度量空间, xX, UX. U 称为 x 的邻域, 若开集 V, 使 xVU.

定理 2.1.3 U 是 X 中点 x 的邻域ε>0, 使 B(x, ε) U.

定义 2.1.5 设 X, Y 是两度量空间. f: X→ Y, x0X, 称 f在x0连续, 若f(x0)的球形邻域B(f(x0),

ε)(>0), x0 的球形邻域 B(x0, δ)(>0), 使 f(B(x0,δ))B(f(x0),ε)(当X(x, x0)<时, Y(y, f(x0))<).

称 f 在 X 连续, 若 f 在 X 的每一点连续.

定理 2.1.4 设 X,Y 是两度量空间. f: X→ Y, x0X, 那么

(1)f 在 x0连续若 U 是 f(x0)的邻域, 则 f –1(U)是 x0 的邻域;

(2)f 在 X 连续若 U 是 Y 的开集, 则 f –1(U)是 X 的开集.

证 (1)利用定义 2.1.5, 2.1.4.

(2)“”f –1(U)是每一点的邻域.“”证每一点连续, 利用(1).

由此可见, 度量空间的连续只与邻域或开集有关. 它导入建立比度量空间更一般的拓扑空间

的概念及其连续性.

§2.2 拓扑空间与连续映射

定义 2.2.1 设 T 是集合 X 的子集族, 若 T 满足:

(1)X, T; (2) A, BTA∩ BT; (3) T1T, ∪T1T;

称 T 是 X 的一个拓扑. (X, T)是拓扑空间, T 的元称为 X 的开集.

空间 X 的拓扑是X 的全体开集的族.

定义 2.2.2 (X, )度量空间. Tρ由 X 的所有开集构成的族. (X, Tρ)称为由度量诱导出的拓扑空

间. 简称 Tρ为度量拓扑.

度量空间拓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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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1 平庸拓扑 T={X, }. 平庸空间.

例 2.2.2 离散拓扑 T=P(X). 离散空间. X 的每一子集是开集. 由离散度量空间导出的拓扑是

离散拓扑.

例 2.2.4 有限补拓扑 T={UX | U是 X 的有限子集} {∪ }.

验证 T是 X 上的拓扑. (1)显然 . (2)A, BX, 讨论 A∩B时分两种情形, 一是 A, B 中有一是

, 二是A, B 都不是. (3)设 T1T, 不妨设A0T1, 利用De Morgan 律. 有限补空间.

例 2.2.5 可数补拓扑 T={UX | U是 X 的可数子集} {∪ }.

定义 2.2.3 可度量化空间.

离散空间是可度量化空间. 多于一点的平庸空间不是可度量化空间. 度量化问题是点集拓扑

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本书将在§6.6 中给出该问题的一个经典的解.

定义 2.2.4 X, Y 是两拓扑空间. f: XY. 称 f 连续, 若 Y 中每一开集 U 的原象 f-1(U)是 X 中的

开集.

定理 2.2.1 恒同映射连续. 连续函数的复合是连续的.

定义 2.2.5 f: X→ Y 称为同胚或同胚映射, 若 f 是一一映射且 f 及 f-1均连续.

定义 2.2.6 称两空间 X 与 Y 同胚, 或 X 同胚于 Y, 若存在从 X 到 Y 的同胚.

定理 2.2.2(2.2.3) 恒同映射同胚(X 与 X 同胚); f 同胚 f-1同胚(若 X 与 Y 同胚, 则 Y 与 X 同

胚); 同胚的复合是同胚(若 X 与 Y 同胚, 且 Y 与 Z 同胚, 则 X 与 Z 同胚).

空间的同胚关系是等价关系.

拓扑学的中心任务: 研究拓扑不变性质.

抽象化过程: 欧氏空间→度量空间→ 拓扑空间; 点距离→ 度量→开集.

§2.3 邻域

定义 2.3.1 设(X, T)是拓扑空间. xX, UX 称为 x 的邻域, 如果存在 VT使 xVU; 若 U

是开的, U 称为 x的开邻域.

定理 2.3.1 设 UX. U 是 X 的开集U 是它的每一点的邻域.

证 由定义得“”; 利用开集之并为开得“”.

x 在 X 的所有邻域构成的族称为 x 的邻域系, 记为 Ux.

定理 2.3.2 Ux的性质:

(1) XUx; UUx, xU;

(2) U, VUxU∩ V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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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Ux 且 UVVUx;

(4) UUxVUx使 VU 且yV, VUy.

证 由定义 2.3.1 得(1); 由开集的交是开集得(2); 由定义 2.3.1 得(3); 取 V 为满足 xVU 的

开集.

由邻域系出发可建立拓扑空间的理论, 显得自然 , 但不流行. 利用邻域与开集的关系(定理

2.3.1)导出开集, 从 Ux(xX)具有定理2.3.2的性质的(1)-(4)出发, 定义 T={UX | xU, UUx},

则(X, T)是拓扑空间, 且这空间中每一点 x 的邻域系恰是 Ux. 详见定理 2.3.3.

定义 2.3.2(点连续) 映射 f: X→ Y 称为在点 xX 连续, 如果 U 是 f(x)在 Y 中的邻域, 则 f-1(U)

是 x 在 X 中的邻域.

定理 2.1.4保证了在度量空间中点的连续性与由度量导出的拓扑空间中的点的连续性的一致.

另一方面, 关于点的连续性 , 易验证(定理 2.3.4), 恒等映射在每一点连续, 两点连续的函数之复

合仍是点连续的. 定义 2.2.4 与定义 2.3.2 所定义的“整体”连续与每一“点”连续是一致的.

定理 2.3.5 设 f: X→ Y. 则 f 连续f 在每一 xX 连续.

证 “”若 U 是 f(x)的邻域, 开集 V 使 f(x)VU, xf-1(V) f-1(U).

“”若 U 是 Y 的开集, xf-1(U), U 是 f(x)的邻域, f-1(U)是 x 的邻域, 所以 f-1(U)在 X 中开.

§2.4 导集、闭集、闭包

定义 2.4.1 设AX. x 称为 A 的聚点(凝聚点, 极限点), 如果 x 的每一邻域 U中有 A 中异于x

的点, 即 U∩ (A-{x}). A的全体聚点之集称为A 的导集, 记为 d(A). x 称为 A 的孤立点, 若 x不

是 A 的聚点, 即存在 x 的邻域 U 使 U∩ (A-{x})=, 即 U∩ A{x}.

例 2.4.1 X 是离散空间. 若 AX, 则 d(A)=.

xX, 取 U={x}, 则 U∩ A{x}, 所以 xd(A).

例 2.4.2 X 是平庸空间, AX. 若 A=, 则 d(A)=; 若|A|=1, 则 d(A)=X-A; 若|A|>1, 则

d(A)=X.

对于 xX, 若 U 是 x的邻域, 则 U=X, 于是U∩(A-{x})A-{x}A{x}, 由此, 易计

算 d(A).

定理 2.4.1 A, BX, 则

(1) d()=;

(2) ABd(A) d(B);

(3) d(A B)=d(A) d(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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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d(A)) A d(A).∪

证 由定义 2.4.1 得(1)和(2).

关于(3). 由(2)得 d(A)∪d(B)d(A B)∪ . 设 xd(A) d(B),∪ 分别存在 x 的邻域 U, V 使得

U∩ A{x}, V∩ B{x}, 令 D=U∩ V, 则 D∩ (A B∪ ) {x}.

关于(4). 设 xA d(A),∪ 存在 x 的邻域U, 使得 U∩ A{x}, 取 x的开邻域 VU, 则 V∩ A=,

yV, V∩ (A-{y})=, yd(A), V∩ d(A)=, xd(d(A)).

定义 2.4.2 AX 称为 X 的闭集 , 如果 d(A)A.

定理 2.4.2 A 闭A开.

证 “”xA, 由于d(A)A, 存在 x的邻域U使U∩ A=, 于是UA. “”xA, A∩ A=,

xd(A), 所以 d(A)A.

例 2.4.3 R 的闭区间是闭集.

[a, b]=(-, a) (b,∪ +)开集. (a, b)不是闭集, 因为 a 是聚点.

定理 2.4.3 记 F 是空间 X 的全部闭集族, 则

(1) X, F;

(2) A, BFA B∪ F;

(3) HF∩HHHF.

证 利用 De Morgan 定律及拓扑的定义. F={U| UT}. 直接验证可得(1)、(2).

(3) 令 U={H∣HH}. 则∪HHHT, 从而∩ HHH=∩ HHH=(∪HHH)F.

Cantor 集(例 2.4.4)是集合论、点集拓扑或实变函数论中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例子, 它说明 R 中

的闭集可以是很复杂的, 在此不介绍.

定义 2.4.3 A d(A)∪ 称为 A 的闭包, 记为A , A或 c(A).

定理 2.4.5 对 A, BX, 有

(1) = ;

(2) AA;

(3) (A∪B) =A∪B;

(4) (A)=A.

证 (3) (A∪B) =A B d(A B)=A d(A) B d(B)=∪ ∪ ∪ ∪ ∪ ∪ A∪B.

(4) (A)=(A∪d(A))=A∪d(A) =A d(A) d(d(∪ ∪ A))= A.

上述 4 条确定了闭包运算, 称为Kuratowski 闭包公理, 由此可建立拓扑空间的概念. 事实上,

记此运算为 c(A), 定义 T={UX | c(U)=U}, 则(X, T)是拓扑空间, 且这空间中每一 c(A)= A,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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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定理 2.4.8.

关于闭包的几个相关结果:

(1) xA 对 x 的任一邻域有 U∩ A. (定义 2.4.3 后)

(2) d(A)=(A-{x}).

(3) A 闭d(A)AA=A. (定理 2.4.4)

(4) A是闭集. (定理 2.4.6)

(5) A是包含 A 的所有闭集之交, 是包含 A 的最小闭集. (定理 2.4.7: 设 F 是包含 A 的所有闭

集之交, 则 AFA, AF, 所以 F=A.)

定义 2.4.5 (X, )是度量空间. 对非空的 AX, xX, 定义(x, A)=inf{(x, y) | yA}.

定理 2.4.9 对度量空间(X, )的非空子集 A,

(1) xA(x, A)=0;

(2) xd(A) (x, A-{x})=0.

证 (x, A)=0>0, yA, (x, y)<B(x, )∩AUUx, U∩ A≠ xA.

定理 2.4.10 设 f: XY, 则下述等价

(1) f 连续;

(2) 若 B闭于 Y, 则 f-1(B)闭于 X;

(3) AX, f(A)f(A).

证 (1)(2) B 是 Y 的闭集, B是 Y 的开集, f-1(B)=f-1(B)是 X 的开集, f-1(B)是 X 的闭集.

(2)(3) f(A)f(A), Af-1(f(A)), Af-1(f(A)), f(A)f(A).

(3)(1)设 U 是 Y 的开集, U是 Y 的闭集且 f(f-1(U))f(f-1(U))U=U, f-1(U) f-1(U),

f-1(U)=f-1(U)是闭, f-1(U)是开.

§2.5 内部、边界

定义 2.5.1 若 A 是 x 的邻域, 则称 x是 A 的内点. A 的所有内点的集合称为 A 的内部, 记为

A.

定理 2.5.1 对 AX, A=A, A=A.

证 xA, 由于A∩ A=, 于是 xA, 从而 xA. 反之, xA, xA, x的邻域V∩ A=,

VA, xA. 因此, A=A. 从而 A=A=A, A=A.

定理 2.5.3 对 A, BX, 有

(1)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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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A;

(3) (A∩ B) =A∩ B;

(4) A=A.

证 (1)、(2)是显然的. (A∩B)=(A∪B)=A∩B=A∩ B. 而 A=A=A=A.

关于内部的几个相关结果:

(1) A 是 x 的邻域xA.

(2) A是开集. (定理 2.5.4)

(3) A 是开集A=A.(定理 2.5.2)

(4) A是 A 所包含的所有开集之并 , 是含于 A 内的最大开集. (定理 2.5.5)

证 (2) A=A是开集. (3) A 开A闭A=AA=A=A. (4)设 O 是含于 A 内的所有开

集之并, AOA, OA, 所以 O=A.

定义 2.5.2 x 称为A 的边界点, 若 x的每一邻域, 既含有A 中的点又有 A中的点. A 的边界点

之集称为边界, 记为A.

定理 2.5.6 对 AX, 有(1) A=A∩ A=(A); (2)A=A∪A; (3)A=A-A.

证 (2) A∪A=A (A∪ ∩ A)=(A A∪ )∩ (A A∪ )=A∩ (A A∪ )=A.

(3) A-A=A-(A∩ A)=A-A=A∩ A=A.

§2.6 基与子基

度量空间→ 球形邻域→开集→拓扑. 在度量空间中球形邻域的作用就是拓扑空间中基的作

用.

定义 2.6.1 设 T是空间 X 的拓扑, BT, 如果 T 中每一元是B 中某子集族之并, 称 B 是 X 的

基.

所有单点集的族是离散空间的基.

定理 2.6.2 设 BT. B 为 X 的基xX 及 x 的邻域 Ux, VxB 使 xVxUx.

证 “”开集 Wx使得 xWxUx, B1B 使得Wx=∪B1, VxB1B 使 xVxUx.

“”设 UT, xU, VxB 使 xVxU, 从而{Vx | xU}B 且 U=∪xUVx.

在度量空间中, 所有球形邻域的族是度量拓扑的基(定理 2.6.1). 所有开区间的族是 R 的基.

定理 2.6.3 拓扑空间 X 的基 B 满足:

(i) ∪B=X; (ii) B1, B2B, xB1∩ B2, B3B 使 xB3B1∩ B2.

反之, 若集合 X 的子集族 B 满足(1)、(2), 定义 T={∪B1 | B1B}, 则 T 是 X 的以 B 作为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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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拓扑.

证 验证 T是X 的拓扑. (1) =∪. (2) 先设 B1, B2B, xB1∩ B2, WxB 使 xWxB1∩ B2,

于是 B1∩ B2=∪{Wx | xB1∩ B2}T. 如果 A1, A2T, 设 A1=∪B1, A2=∪B2, 则 A1∩ A2=∪{ B1∩ B2 |

B1B1, B2B2}T. (3) 设 T1T, AT1, BAB, 使得 A=∪BA, 那么∪T1=∪(∪{BA | AT1}).

较强于(ii)且易于验证的条件是(ii) B1, B2B, B1∩ B2B.

例 2.6.1 实数下限拓扑空间.

令 B={[a, b) | a, bR, a<b}, 则 B 为 R 上一拓扑的基. 这空间称为实数下限拓扑空间, 记为

Rl. 开区间是 Rl中的开集, 因为(a, b)=∪iZ+[a+1/i, b).

定义 2.6.2 设(X, T)是拓扑空间, ST. 若 S 的元之所有有限交构成的族是 T的基, 则称 S 是

T 的子基.

S 的元之有限交构成的族{S1∩ S2∩ … ∩ Sn S∣ iS, i≤nZ+}.

显然, 空间 X 的基是子基.

例 2.6.2 S={(a, +) a∣ R} {(∪ -, b) b∣ R}是 R 的子基.

对照定理 2.6.3, 集合 X 的子集族 S 要作为子基生成 X 上的拓扑的充要条件是∪S=X. (定理

2.6.4)

映射的连续性可用基、子基来刻画或验证.

定理 2.6.5 设 X, Y 是两拓扑空间, f: XY, 下述等价:

(1) f 连续;

(2) Y 基 B, 使得B 中每一元的原像在 X 中开;

(3) Y 有子基 S, 使得S 中每一元的原像在 X 中开.

证 (3)(2) 设B 是S 的元之所有有限交构成的族, 则 B满足(2). (2) (1) 设U 在Y中开, 则

U=∪B1, 于是 f-1(U)=∪{f-1(B) | BB1}在 X 中开.

类似地, 可定义点的邻域基与邻域子基的概念, 同时用它们来验证映射的连续性等. 在第五

章中定义第一可数性时再介绍这些概念.

§2.7 拓扑空间中的序列

可以与 R 中一样地定义序列、常值序列、子序列, 见定义 2.7.1, 2.7.3.

定义 2.7.2 X 中序列 xix. 极限 , 收敛序列 .

平庸空间中任意序列收敛于空间中的任一点. 数学分析中的一些收敛性质还是保留的, 如常

值序列收敛, 收敛序列的子序列也收敛. (定理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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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2.7.2 A-{x}中序列 xixxd(A).

证 x 的邻域 U, U∩ (A-{x})≠, 所以 xd(A).

定理 2.7.3 f 在 x0连续且 x ix0f(xi)→ f(x0).

证 设 U 是 f(x0)的邻域, 则 f-1(U)是 x0 的邻域, nZ+, 当 i>n 时有 x if-1(U), 从而 f(xi)U.

上述两定理的逆命题均不成立.

例 2.7.1 设 X 是不可数集赋予可数补拓扑, 则

(1)在 X 中 xix nZ+, 当 i>n时有 xi=x;

(2)若 A 是 X 的不可数子集, 则 d(A)=X.

证(1)的必要性. 令 D={xi | xix, iZ+}, 则 D是 x 的邻域, nZ+, 当 i>n 时有 x iD, 即 x i=x.

证(2)x 的邻域 U, A-{x}U(可数集), 所以 U∩(A-{x}), xd(A).

定理 2.7.2 的逆命题不真. 如例 2.7.1, 取定 x0X, 让 A=X-{x0}, 则 x0d(A), 但 A 中没有序

列收敛于 x0.

定理 2.7.3 的逆命题不真. 取 X 是实数集赋予可数补拓扑, 让 i: XR 是恒等映射, 若在X 中

xix, 则在 R 中 f(xi)f(x), 但 i 在 x 不连续, 因为 x 在 R 的开邻域(x-1, x+1)的原像 i-1((x-1,

x+1))=(x-1, x+1)在 X 中不是开的.

定理 2.7.4 设{xi}是度量空间(X, )中的序列, 则 xix(xi, x)0.

证 xix x的邻域U, nZ+, 当 i>n时有x iU  >0,nZ+, 当 i>n时有 xiB(x, ) 

>0, nZ+, 当 i>n 时有(xi, x)< (xi, x)0.

第三章 子空间、积空间、商空间

介绍三种从原有的拓扑空间或拓扑空间族构造新空间的经典方法, 引入遗传性、可积性、可

商性等概念, 这些是研究拓扑性质的基本构架.

§3.1 子空间

对于空间 X 的子集族A 及 YX, A 在 Y 上的限制 A|Y={A∩ Y | AA}.(定义 3.1.2)

引理 3.1.2 设 Y 是空间(X, T)的子集, 则 T|Y 是 Y 上的拓扑.

证 按拓扑的三个条件逐一验证. 如, 设 T1T|Y, AT1, BAT, 使得 A=BA∩Y, 于是∪T1=

∪{BA∩Y | AT1}=(∪{BA | AT1})∩YT|Y.

定义 3.1.3 对 YX, (Y, T|Y)称为(X, T)的子空间, T|Y 称为相对拓扑.

“子空间”= “子集”+ “相对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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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验证, 若 Z 是 Y 的子空间, 且 Y 是 X 的子空间, 则 Z 是 X 的子空间. (定理 3.1.4)

定理 3.1.5(3.1.7) 设 Y 是 X 的子空间, yY, 则

(1)若 T, T*分别为 X, Y 的拓扑, 则 T*=T|Y;

(2)若 F, F*分别为 X, Y 的全体闭集族, 则 F*=F|Y;

(3)若 Uy, Uy*分别为 y 在 X, Y 中的邻域系, 则 Uy*=Uy|Y;

(4)若 B 是 X 的基, 则 B|Y 是 Y 的基.

证 (2) F*F*Y-F*T|YY-F*=U∩Y, UTF*=(X-U)∩Y, UTF*T|Y.

(4) U 开于 Y, X 的开集 V, 使得 U=V∩Y, B1B, 满足 V=∪B1, 则 U=∪(B1|Y).

在 R 的子空间(0,+)中(0, 1]是闭集.

定理 3.1.6 设 Y 是 X 的子空间, AY, 则 (1)dY(A)=dX(A)∩ Y; (2)cY(A)=cX(A)∩ Y.

证 (1) ydY(A), y 在 X 中的邻域 U, U∩ (A-{y})(U∩ Y)∩ (A-{y})≠, 所以 ydX(A)∩ Y. 反

之 , 设 ydX(A)∩ Y, y 在 Y 中的邻域 V, y 在 X 中的邻域 U 使 V=U∩ Y, 于是

V∩ (A-{y})=(U∩ (A-{y}))∩ Y= U∩ (A-{y})≠ , 所以 ydY(A).

(2) cY(A)=A d∪ Y(A)= A (d∪ X(A)∩ Y)=(A d∪ X(A))∩ (A Y)=∪ cX(A)∩ Y.

§3.2 有限积空间

就平面的球形邻域 Bd(x, )而言, 我们知道球形邻域内

含有方形邻域, 方形邻域内含有球形邻域. 从基的角度而言,

形如 B1(x1, 1)B2(x2, 2)的集合就是平面拓扑的基了. 对于

两个拓扑空间 X, Y, 在笛卡儿积集 XY 中可考虑形如 UV

的集合之全体, 其中 U, V分别是 X, Y 的开集. 对于有限个

空间 X1, X2, … , Xn, 可考虑形如 U1U2…Un的集合.

定理 3.2.2 设(Xi,Ti)(i≤n)是 n个拓扑空间, 则 X=X1X2…Xn有唯一的拓扑, 以 X 的子集族

B={U1U2…Un | UiTi, i≤n}为它的一个基 .

证 验证B 满足定理2.6.3的条件(i), (ii). (1) X=X1X2…XnB, ∪B=X; (2) 若U1U2… Un,

V1V2…VnB, 则(U1U2…Un)∩ (V1V2…Vn)=(U1∩ V1) …(Un∩ Vn)B.

定义 3.2.2 以定理 3.2.2 中 B 为基生成 X1X2…Xn上的唯一拓扑, 称为拓扑 T1,T2,… ,Tn的

积拓扑. (X,T)称为(X1, T1), … , (Xn, Tn)的(有限)积空间.

定理 3.2.4 设 X=X1X2… Xn 是积空间, Bi 是 Xi 的基, 则 B*={B1B2…Bn | BiBi , in}是

积拓扑 T 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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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利用定理 2.6.2. 设 xUT, UiTi 使 xU1U2…UnU, BiBi 使 xiBiUi, 那么

xB1B2… BnU1U2… UnU.

例 3.2.1 形如(a1, b1)(a2, b2)…(an, bn)的集合构成n的基.

设(X1, 1), (X2, 2)是两个度量空间. 令(x, y)= 2
222

2
211 )y,x()y,x(   , 则是 X1X2 上的

度量, 导出 X 上的度量拓扑 T. 对于 n 个度量空间之积可类似地定义. (定义 3.2.1)

定理 3.2.1 度量空间的有限积: 积拓扑与度量拓扑一致.

验证 n=2 的情形. 易验证 B1(x1, / 2 )B2(x2,/ 2 )B(x, )B1(x1, )B2(x2, ), 于是每一

B(x, )是积拓扑的开集, 且每一 B1(x1, )B2(x2, )是度量拓扑的开集, 所以导出相同的拓扑.

定理 3.2.5 有限积空间 X=X1X2…Xn以 S={p -1
i (Ui) | UiTi, i≤n}为子基, 其中 Ti是 Xi的拓

扑, pi: XXi 是投射.

仅证 n=2 的情形. p -1
1 (U1)= U1X2, p -1

2 (U2)= X1U2, 所以 p -1
1 (U1)∩ p -1

2 (U2)= U1U2B.

定义 3.2.3 f: XY 称为开(闭)映射, 若 U 开(闭)于 X, 则 f(U)开(闭)于 Y.

定理 3.2.6 p i: XXi是满、连续、开映射, 未必是闭映射.

由于 p -1
i (Ui)= X1X2…Ui… Xn, 所以 pi 连续. 由于 pi(U1U2…Un)= Ui, 所以 p i是开的.

但是 p1: R2R 不是闭的.

定理 3.2.7 设映射 f: YX, 其中 X 是积空间X1X2… Xn. 则 f 连续i≤n, pi◦f: YXi 连

续.

证 充分性. 对 X 的子基 S={p -1
i (Ui) | i≤n, UiTi}, f-1(p -1

i (Ui))=(pi◦f)-1(U i)开于 Y.

多元函数连续当且仅当它的每一分量连续.

定理 3.2.8 积拓扑是使每一投射都连续的最小拓扑. 即设 T 是积空间 X=X1X2… Xn的积

拓扑, 若集合 X 的拓扑 T*满足: 每一投射 p i: (X, T*)Xi 连续, 则 TT*.

证 由于{p -1
i (Ui) | UiTi,i≤n}T*, 所以 TT*.

§3.3 商空间

回忆, 商集 X/R, 及自然投射 p: XX/R 定义为 p(x)=[x]R. 问题: 设 X是拓扑空间, 要在 X/R

上定义拓扑, 使 p连续的最大的拓扑.

讨论更一般的情形, 设(X, T)是拓扑空间且 f: XY 是满射. 赋予集合 Y 什么拓扑, 使 f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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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的拓扑. 若 f 连续, 且 U 是 Y 的开集, 则 f-1(U)是 X 的开集. 让 T1={UY | f-1(U)T}, 易验

证 T1是 Y 上的拓扑.

定义 3.3.1(3.3.2) 称 T1是 Y 的相对于满射 f 而言的商拓扑, f: (X, T)(Y, T1)称为商映射.

这时, U 在 Y 中开 f-1(U)在 X 中开; F在 Y 中闭 f-1(F)在 X 中闭.

定理 3.3.1 商拓扑是使 f 连续的最大拓扑.

证 设 f: (X, T)(Y, T1)是商映射. 显然, f 是连续的. 如果 T2是 Y 的拓扑使 f: (X, T)(Y, T2)

连续, 则UT2, f-1(U)T, 于是 UT1, 即 T2T1, 所以 T1是使 f 连续的最大拓扑.

定理 3.3.2 设 f: XY 是商映射. 对于空间 Z, 映射 g: YZ 连续映射 g◦f: XZ 连续.

证 设 g◦f: XZ连续, W 开于 Z, (g◦f)-1(W)=f-1(g-1(W))开于X, 由于 f是商映射, 所以 g-1(W)

开于 Y, 故 g 连续.

定理 3.3.3 连续, 满开(闭)映射商映射.

证 设 f: (X, TX)(Y, TY)是连续的满开(闭)映射, T1是 Y 的相对于 f 而言的商拓扑, 要证 TY=

T1. 由定理 3.3.1, TYT1. 反之, VT1, f-1(V)TX. 对于开映射的情形, V=f(f–1(V))TY; 对于闭映

射的情形, V=Y-f(X-f–1(V))TY, 所以总有 T1TY.

定义 3.3.3 设 R是空间(X, T)的等价关系, 由自然投射 p: XX/R确定了X/R 的商拓扑TR, 称

(X/R, TR)为商空间, 这时 p: XX/R 是商映射.

例 3.3.1 在 R 中定义等价关系~: x, yR, x~y或者 x, yQ, 或者 x, yQ. 商空间 R/~是由

两点组成的平庸空间. 由于 Q在R 中既是开集, 也不是闭集, 所以单点集[Q]在R/~中既不是开集,

也不是闭集. 习惯上, 把 R/~说成是在 R 中将所有有理点和所有无理点分别粘合为一点所得到的

商空间.

例 3.3.2 在[0, 1]上定义等价关系~: x, y[0, 1], x~y或者 x=y, 或者{x, y}={0, 1}. [0, 1]/~是

在[0, 1]中粘合 0, 1 两点所得到的商空间, 这商空间同胚于单位圆周 S1.

第四章 连通性

本章起的四章介绍 4 类重要的拓扑不变性质. 本章讨论连通性、道路连通性、局部连通性及

其在实分析中的一些简单的应用.

§4.1 连通空间

在拓扑中怎样定义连通, 分隔区间(0, 1), (1, 2)的关系与(0, 1), [1, 2)的关系不同, 虽然他们都

不相交, 但相连的程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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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4.1.1 设 A, BX, 若 A∩ B=A∩ B=, 则称 A, B 是隔离的.

区间(0, 1)与(1, 2)隔离, 但区间(0, 1)与[1, 2)不隔离. 几个基本事实: (1)两不交的开集是隔离

的; (2)两不交的闭集是隔离的; (3)隔离子集的子集是隔离的.

定义 4.1.2 X 称为不连通的, 若 X 中有非空的隔离子集 A, B使 X=A∪B, 即 X 可表为两非空

隔离集之并. 否则 X 称为连通的.

包含多于一个点的离散空间不连通, 平庸空间是连通的.

定理 4.1.1 对空间 X, 下述等价:

(1)X 是不连通的;

(2)X 可表为两非空不交闭集之并;

(3)X 可表为两非空不交开集之并;

(4)X 存在既开又闭的非空真子集.

证 (1)(2)设隔离集 A, B 之并是 X, B=B∩ (A∪B)=(B∩ A)∪(B∩ B)=B. 同理, A 也是闭的.

(2)(3)设 X 是两非空不交闭集 A, B 之并, 则 X 是两非空不交开集 A, B之并. (3)(4)设 X 是两

非空不交开集A, B 之并, 则A, B 都是X的既开又闭的非空真子集. (4)(1)若A是X的开闭集, 则

A, X-A 隔离.

例 4.1.1 Q 不是R 的连通子空间, 因为 Q=(Q∩ (-, ))∪(Q∩(, +)).

定理 4.1.2 R 是连通的.

证 若 R 不连通, 则 R 是两非空不交

闭集 A, B 之并 . 取定 aA, bB, 不妨设

a<b. 令A*=[a, b]∩A, B=[a, b]∩B, 则A*,

B*是 R 两非空不交闭集且[a, b]=A*∪B*.

让 c=supA*. 因 A*是闭的, cA*, c<b, (c, b]B*. 因 B*是闭的, cB*, 从而 A*∩B*, 矛盾.

定义 4.1.3 若 X 的子空间 Y 是连通的, 则称 Y 为连通子集, 否则, 称为不连通子集.

定理 4.1.3 设 A, BYX, 则 A, B 是 Y 的隔离集A, B 是 X 的隔离集.

证 cY(A)∩B=cX(A)∩Y∩B=cX(A)∩B; 同理, cY(B)∩A=cX(B)∩A.

定理 4.1.4 设 Y 是 X 的连通子集. 如果 X 有隔离子集 A, B, 使 YA∪B, 则 YA 或 YB.

证 A∩ Y, B∩ Y 是 Y 的隔离集, 所以 A∩ Y=, 或 B∩ Y=, 于是 YB或 YA.

定理 4.1.5 若 Y 是 X 的连通子集且 YZY, 则 Z 是连通的.

证 若 Z 不连通, X 的非空隔离集A, B 使 Z=A∪BY, 于是 YA 或 YB, 不妨设YA, 那

么 ZYA, 于是 B=Z∩ B=, 矛盾.

c
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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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4.1.6 设{Yγ}γΓ是空间 X 的连通子集族. 如果∩γΓYγ, 则∪γΓYγ连通.

证 若∪γΓYγ是 X 中隔离集 A, B之并, 取定 x∩γΓYγ, 不妨设 xA, 则, YγA, 所以

∪γΓYγA, 于是 B=.

定理 4.1.7 设 YX. 若x, yY,X 的连通子集 Yxy 使 x, yYxyY, 则 Y 连通.

证 设 Y. 取定 aY, 则 Y=∪yYYay且 a∩yYYay, 所以Y 连通.

定理 4.1.8(连续映射保持) 设 f: XY 连续. 若 X 连通, 则 f(X)连通.

证 若 f(X)不连通, 则 f(X)含有非空的开闭真子集 A. 由于 f: Xf(X)连续, 于是 f-1(A)是X 的

非空开闭真子集.

连续映射保持性可商性拓扑不变性.

有限可积性. 对于拓扑性质 P, 要证有限可积性, 因为 X1X2…Xn同胚于(X1…Xn-1)Xn,

所以只须证: 若 X, Y具性质 P, 则 XY 具有性质 P.

定理 4.1.9 (有限可积性) 设 X1, X2, … , Xn 连通, 则 X1X2… Xn连通.

证 仅证若 X, Y 连通, 则 XY 连通. 取定(a,

b)XY. (x, y)XY, 令 Sxy=(X{y})∪({a}Y),

由于 X{y}同胚于 X, {a}Y 同胚于 Y, 所以 X{y},

{a}Y 都连通且(a, y)(X{y})∩ ({a}Y), 由定理

4.1.6, Sxy 连 通 且 (x, y)Sxy, 再 由 定 理 4.1.7,

XY=∪{Sxy | (x, y)XY}连通.

§4.2 连通性的应用

利用 R 连通性的证明(定理 4.1.2)知, 区间都是连通的. 区间有 9 类：

无限区间 5 类：(-, +), (a, +), [a, +), (-, a), (-, a].

有限区间 4 类：(a, b), [a, b), (a, b], [a, b].

定理 4.2.1 设 ER, 则 E 连通E 是区间.

证 若 E 不是区间, a<c<b, 使 a, bE 但 cE. 令 A=(-, c)∩ E, B=(c, +)∩ E, 则 E 是不交的

非空开集 A, B 之并.

定理 4.2.2 设 X 连通, f: XR 连续, 则 f(X)是 R 的一个区间.

注 x, yX, 如果 t 介于 f(x)与 f(y)之间, 则zX, 使 f(z)=t. 事实上, 不妨设 f(x)tf(y), 则

t[f(x), f(y)]f(X), 所以zX, 使 f(z)=t.

定理 4.2.3(介值定理) 设 f: [a, b]R 连续, 若 r 介于 f(a)与 f(b)之间, 则z[a, b]使 f(z)=r.

(a, y)

(a, b)

(x, y) S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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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4.2.4(不动点定理) 设 f: [0, 1][0, 1]连续, 则z[0, 1]使 f(z)=z.

证 不妨设 0<f(0), f(1)<1. 定义 F: [0, 1]R 使 F(x)=x-f(x), 则 F 连续且 F(0)<0<F(1), z[0,1]

使得 F(z)=0, 即 f(z)=z.

定义 f: RR2为 f(t)=(cos2t, sin2t), 则 f连续且 f(R)=S1, 于是S1是连通的. 对x=(x1, x2)S1,

-x=(-x1, -x2)S1称为 x 的对径点, 映射 r: S1S1定义为 r(x)=-x 称为对径映射, 则 r 连续.

定理 4.2.5(Borsuk-Ulam 定理) 设 f: S1R 连续, 则xS1, 使得 f(x)=f(-x).

证 定义 F: S1R 为 F(x)=f(x)-f(-x), 则 F 连续. 若aS1, 使得 f(a)f(-a), 则 F(a)F(-a)<0, 由

定理 4.2.2, zS1, 使得 F(z)=0, 即 f(z)=f(-z).

定理 4.2.6 Rn-{0}连通, 其中 n>1, 0=(0, 0, , 0)Rn.

证 只证 n=2的情形. 令 A=[0, +)R-{0}, B=(-, 0]R-{0}, 则A∪B=R2-{0}, A∩ B. 由于

(0, +)RAc((0, +)R), 所以 A 连通. 同理, B 连通, 从而 A∪B 连通.

定理 4.2.7 R2与 R 不同胚.

证 若同胚 f: R2R, 令 g=f|R2-{0}: R2-{0}R, 则 g 连续, 从而 g(R2-{0})=R-{f(0)}连通, 矛

盾.

§4.3 连通分支

将不连通集分解为一些“最大”连通子集(“连通分支”)之并.

定义 4.3.1 x, yX 称为连通的, 若X 的连通子集同时含 x, y, 记为 x~y. 点的连通关系~是等

价关系：(1) x~x; (2) x~yy~x; (3) x~y, y~zx~z.

定义 4.3.2 空间 X 关于点的连通关系的每一等价类称为 X 的一个连通分支.

x~yx, y 属于 X 的同一连通分支. X 是 X 的全体连通分支的互不相交并.

定理 4.3.1 设 C 是空间 X 的连通分支, 则

(1)若 Y 是 X 的连通子集且 Y∩ C, 则 YC;

(2)C 是连通的闭集.

证 (1)取定 xY∩ C, yY, 则 x~y, 所以 yC.

(2)取定 cC. xC, X 的连通集 Yxc, x, 由于 Yx∩ C, YxC, 于是 C=∪{Yx | xC}且 c

∩{Yx | xC}, 所以 C 是连通的. 从而C连通且 C∩ C, 于是 CC, 故 C 闭.

以上说明：连通分支是最大的连通子集.

连通分支可以不是开集. Q的连通分支都是单点集, 不是Q的开子集. x, yQ, 由定理4.2.1,

不存在 Q 的连通子集同时含有 x, y, 所以 Q的连通分支都是单点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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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局部连通空间

例 4.4.1(拓扑学家的正弦曲线) 令 S={(x, sin(1/x)) | x(0, 1]}, T={0}[-1, 1], S1=S∪T, 则

S=S1, 于是 S, S1 连通. 在 S1 中, S 中点与 T 中点的“较小的”邻域表现出不同的连通性.

定义 4.4.1 设 xX. 若 x 的每一邻域 U 中都含有 x 的某一连通的邻域 V, 称 X 在 x 是局部连

通的. 空间 X 称为局部连通的, 若 X 在每一点是局部连通的.

S1是连通, 非局部连通的. 多于一点的离散空间是局部连通, 非连通的.

定理 4.4.1 对空间 X, 下述等价:

(1)X 是局部连通;

(2)X 的任一开集的任一连通分支是开集;

(3)X 有一个基, 每一元是连通的.

证 (1)(2)设 C 是 X 的开集 U 的连通分支. xC, x 的连通的邻域 VU, 于是 V∩ C,

VC, 所以 C是 x 的邻域, 故 C开.

(2)(3)令 B={CX | C 是 X 的开集 U 的连通分支}, 则 B 是 X 的基.

(3)(1)设 U 是 x的邻域, 开集V 使 xVU,连通开集 C使 xCVU, 所以 X 局部连通.

定理 4.4.2 设 f: XY 是连续开映射. 若 X 局部连通, 则 f(X)局部连通.

证 yf(X), 及 y 在 f(X)中的邻域U, 取 xf-1(y), 则 f-1(U)是 x 的邻域, X 的连通开集 V 使

xVf-1(U), 于是 y=f(x)f(V)U.

定理 4.4.3 局部连通性是有限可积性, 即设 X1, X2, … , Xn局部连通, 则 X1X2…Xn局部连

通.

证 仅证若 X1, X2局部连通, 则X1X2局部连通. 设B1, B2分别是X1, X2的由连通开集组成的

基, 则{B1B2 | B1B1, B2B2}是 X1X2的由连通开集组成的基(定理 3.2.4).

T

S

S1=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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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道路连通空间

定义 4.5.1 设 X 是拓扑空间, 连续映射 f: [0, 1]X 称为 X 中的一条道路, f(0), f(1)分别称为 f

的起点和终点, f 称为从 f(0)到 f(1)的一条道路, f([0, 1])称为X 中的一条曲线. 若 f(0)=f(1), f 称为

闭路.

定义 4.5.2 对空间 X, 如果x, yX, X 中从 x 到 y 的道路, 则称X 是道路连通的.

类似可定义道路连通子集.

R 是道路连通的, x, yR, 定义 f: [0, 1]R 为 f(t)=(1-t)x+ty.

定理 4.5.1 道路连通连通.

证 设 X 道路连通. x, yX, X 中从 x 到 y 的道路 f: [0, 1]X, 这时 f([0, 1])是 X 中含 x, y

的连通子集, 所以 X 连通.

拓扑学家正弦曲线 S1 是连通, 非道路连通的空间.

定理 4.5.2 设 f: XY 连续. 若 X 道路连通, 则 f(X)道路连通.

证 y1, y2f(X), x1, x2X 使 f(x1)=y1, f(x2)=y2, 道路 g: [0, 1]X 使 g(0)=x1, g(1)=x2, 则 f◦g:

[0, 1] Y 是 f(X)中从 y1到 y2 的道路.

定理 4.5.3 道路连通性是有限可积性.

证 仅证若 X1, X2是道路连通, 则 X1X2道路连通. x=(x1, x2), y=(y1, y2)X1X2, 则道路 fi:

[0, 1]Xi使 fi(0)=xi, fi(1)=yi, 定义 f: [0, 1]X1X2 为 f(t)=(f1(t), f2(t)), 则 f 是从 x 到 y 的道路.

可引进局部道路连通空间的概念. 同时, 与连通分支类似, 可建立道路连通分支: 空间中最

大的道路连通子集.

第五章 可数性公理

本章主要介绍 4 种与可数性相关的拓扑性质, 它们与度量空间性质、下章要讨论的分离性公

理都是密切相关的. 本章的要点是给出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

§5.1 第一与第二可数性定理

第二章介绍的空间的基, 在生成拓扑空间, 描述局部连通性, 刻画连续性等方面都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较少的基元对于进一步讨论空间的属性是重要的.

定义 5.1.1 若 X 有可数基, 称 X 满足第二可数(性)公理, 或是第二可数空间, 简称 A2空间.

定理 5.1.1 R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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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令 B={(a, b) | a, bQ}, 定理 2.6.2, B 是 R 的可数基.

离散空间 X 具有可数基X 是可数集.

下面讨论“局部基”性质. (定义 2.6.3)对 xX, 设 Ux是 x 的邻域系, 若 VxUx满足: UUx,

VVx使 VU, 则称 Vx是 x 的邻域基, 若更设 Vx 中每一元都是开的, 则称 Vx是 x 的开邻域基或

局部基. 易验证, (1) 若 Vx是 x 在 X 的邻域基, 则{V| VVx}是 x 在 X 的局部基; (2)(定理 2.6.7)

若 B 是空间 X 的基, xX, 则 Bx={BB | xB}是 x 的局部基.

定义 5.1.2 若X的每一点有可数邻域基, 称X满足第一可数(性)公理, 或是第一可数空间, 简

称 A1空间.

定理 5.1.2 度量空间A1.

证 {B(x, 1/n) | nZ+}是 x 的可数邻域基.

例 5.1.1 不可数多个点的可数补空间 X: 非 A1.

设xX 有可数局部基V. yX-{x},VyV使Vy{y}, {y}Vy, 从而不可数集{x}∪{Vy|

xyX}可数集, 矛盾.

定理 5.1.3 A2A1.

证 若 B 是 X 的可数基, 则 Bx={BB | xB}是 xX 的可数邻域基.

逆命题不成立, 不可数的离散空间是反例.

定理 5.1.4 设 f: XY 连续、满、开映射, 则 X 是 A2(A1)Y 是 A2(A1).

证 设 B 是 X 的可数基, 则 B*={f(B) | BB}是 Y 的可数基. 事实上, 设 U 是 y 在 Y 中的邻

域, 取 xf-1(y), 则 f-1(U)是 x 的邻域, BB 使 xBf-1(U), yf(B)U. 证明也适用于: 设 V是 x

在 X 的局部基, 则 V*={f(V) | VV}是 f(x)在 Y 的局部基.

可遗传性质(如, 离散性, 平庸性), 开遗传性质(如, 局部连通性), 闭遗传性质.

定理 5.1.5 A2, A1都是可遗传性质.

证 设YX. 若B 是X的可数基, 则B|Y是 Y的可数基. 若yY且V是y在X 中的邻域基, 则

V|Y 是 y 在 Y 中的可数邻域基.

定理 5.1.6 A2, A1都是有限可积性.

证 仅证若X1, X2是 A1空间, 则X1X2是A1空间. x=(x1, x2)X1X2, 分别设x1, x2在X1, X2

的可数局部基是 V1, V2, 令 V={V1V2 | V1V1, V2V2}, 则 V是 x在 X1X2中的可数局部基. 事实

上, 设 U 是 x 在 X1X2 中的邻域, 则分别X1, X2的开集 U1, U2使 xU1U2U, V1V1, V2V2,

使 V1U1且 V2U2, 则 V1V2U1U2U.

推论 5.1.7 Rn的每一子空间是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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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7 的继续, 下面讨论第一可数空间的序列性质. X 中的集列{Ai}iZ+称为下降的, 如果

A1A2… .

定理 5.1.8 X 在 x 有可数邻域基X 在 x 有下降的可数邻域基{Ui}iZ+.

证 “”设{V i}iZ+是 x 在 X 的可数邻域基, 令 Ui=V1∩ V2∩ ∩ Vi.

定理 5.1.9 设 X 是 A1空间, AX. A-{x}中序列 xixxd(A).

证 定理 2.7.2已证“”, 下证“”. 设{Ui}iZ+是x在 X中下降的可数邻域基. x iUi∩ (A-{x}),

则 xix. 事实上, x 的邻域 U, nZ+使 UnU, i>n, xiUiUnU.

定理 5.1.10 设 X 是 A1 空间. f: XY 连续xixX, f(xi)f(x).

证 定理 2.7.3 已证“”, 下证“”. 若 f 在某点xX 不连续, f(x)的邻域 V 使 f-1(V)不是 x 的

邻域. 设{Ui}iZ+是 x在X中下降的可数邻域基, 那么每一Uif-1(V), x iUi-f-1(V), 于是x ix, 从

而 f(xi)f(x)V, nZ+, i>n 有 f(xi)Vi, xif-1(V), 矛盾.

§5.2 可分空间

定义 5.2.1 DX 称为 X 的稠密子集, 若 c(D)=X, 即若 U 是 X 的非空开集, 则 U∩D.

定义 5.2.2 若 X 有可数的稠密子集, X 称为可分空间.

定理 5.2.2 A2可分.

证 设 B 是 X 的可数基, BB, 取定 xBB, 令 D={xB | BB}, 则 D 可数. xX, 及 x 的任

一邻域 U, BB 使 xBU, 那么 xBU∩ D, 所以 U∩ D, 即 xc(D). c(D)=X.

由此, A2的每一子空间是可分的 ; Rn的每一子空间是可分的.

例 5.2.1 设(X, T)是拓扑空间, X. 定义 X*=X∪{}, T*={A∪{} | AT}∪{}. 易验证,

(X*, T*)是拓扑空间; B 是(X, T)的基B*={B∪{} | BB}是(X*, T*)的基.

(1) (X*, T*)是可分空间, 因为{}是 X*的稠密集;

(2) (X*, T*)是 A2(X, T)是 A2;

(3) (X, T)是(X*, T*)的(闭)子空间, 因为 T=T*|X .

现在, 取(X, T)是不可数的离散空间, 则(X, T)不是

可分空间, (X*, T*)是可分 , 非 A2 空间, 所以, (i)可分

A2; (ii)可分性不是(闭)遗传性.

定理 5.2.4 可分度量A2.

证 设 D 是度量空间 (X, )的可数稠密集 . 令

B={B(x, 1/n) | xD, nZ+}, 则 B是 X的可数基. 事实上,

U

y
•y*

B(y, 1/k)

B(y*, 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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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 及 y在X 中的邻域 U, kZ+, 使 B(y, 1/k)U. 由于 c(D)=X, y*B(y, 1/2k)∩ D, 那么 B(y*,

1/2k)B 且 yB(y*, 1/2k)B(y, 1/k)U.(设 xB(y*, 1/2k), (x, y)(x, y*)+(y*, y)<1/k)).

由此, 可分度量空间的每一子空间是可分的.

§5.3 Lindelöf 空间

定义 5.3.1 设A是 X的子集族, BX. 若B∪A, 则称A 是B的覆盖, 并且当A是可数集(有

限集, 开集, 闭集)族时, 称 A 是 B的可数(有限, 开, 闭)覆盖. 若 A的子集 A1覆盖 B, 则 A1称为

A 的子覆盖.

数学分析中的 Heine-Borel 定理: R 的闭区间的每一开覆盖有有限子覆盖.

定义 5.3.2 X 称为Lindelöf 空间, 若 X 的每一开覆盖有可数子覆盖.

含有不可数多个点的离散空间不是 Lindelöf 空间.

定理 5.3.1(Lindelöf 定理) A2Lindelöf.

证 设 X 有可数基 B. 让 A 是 X 的任一开覆盖, 令 B1={BB | AA 使 BA}={Bn}nZ+.

AnA使 BnAn. 则{An}nZ+是A的可数子覆盖 . 事实上, xX, AA使xA, BB 使xBA,

设 B=Bn, 那么 xAn.

由此, A2空间的每一子空间是 Lindelöf 空间.(推论 5.3.2)

例 5.3.1 含有不可数个点的可数补空间 X: Lindelöf 空间 .

例 5.1.1 已证明 X 不是A1空间. 设 A 是 X 的开覆盖 . 取定AA, xA, AxA 使 xAx,

则{A}∪{Ax | xA}是 A 的可数子覆盖. 故 X 是 Lindelöf 空间. 同理, X 的每一子空间也是

Lindelöf 空间.

定理 5.3.3 Lindelöf 度量A2.

证 设(X, )是 Lindelöf 的度量空间. kZ+, X 的开覆

盖 Ak={B(x, 1/k) | xX}有可数子覆盖 Bk={B(xki, 1/k) |

iZ+}. 下证 D={xki | k, iZ+}是 X 的可数稠密集. 对 X 的

任一非空开集 U, xU, kZ+使 B(x, 1/k)U. 由于Bk 是

X的覆盖, iZ+使xB(xki, 1/k), 那么 xkiB(x, 1/k)U, 于

是 D∩ U. 故 X 是可分空间, 再由定理 5.2.4, X 是 A2.

定理 5.3.4 Lindelöf 是可闭遗传性质.

证 设Y 是 Lindelöf 空间 X的闭子空间. A是 Y 的开覆盖, AA, X的开集 UA使 UA∩Y=A,

那么X 的开覆盖{UA | AA}∪{Y}有可数子覆盖{UAi | iZ+}∪{Y}. 于是{Ai | iZ+}是A 关于 Y

U

x

•xkiD

B(x,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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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数子覆盖.

本章介绍的几类可数性的关系见图表 5.1.

第六章 分离性公理

本章介绍分离性公理与可度量化定理, 其中包含著名的 Urysohn 引理、Tietze 扩张定理和

Urysohn 嵌入定理, 这是全书中最难证明的几个重要定理. 几类分离性公理的刻画及相互关系

(§6.1-§6.4)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6.1 T0, T1, Hausdorff 空间

定义 6.1.1 X 称为 T0空间, 若 X 中任两个不同点中必有一点有一个开邻域不包含另一点, 即

xyX, 或者 x有开邻域U 不含 y, 或者 y 有开邻域 V 不含 x.

定理 6.1.1 X 是 T0xyX, {x}{y}.

证 “”xyX, 若 x 有邻域 U 使 yU, 那么 x{y}, 所以{x}{y}. 同理, 若 y 有邻域 V

使 xV, 那么{x}{y}.

“”xyX, 由于{x}{y}, 不妨设{x}-{y}, 如果 x{y}, 那么{x}{y}, 矛盾, 于

是 x{y}, 所以 x{y}.

定义 6.1.2 X 称为 T1 空间, 若 X 中任两不同点中每一点有一个开邻域不包含另一点, 即

xyX, x 的邻域 U 使 yU.

T1T0, 反之不成立, 如 X={0, 1}, T={, {0}, X}.

定理 6.1.2 X 是 T1xX, {x}是闭集.

证 “”xyX, 存在 y 的邻域 U 使 xU, 那么 y{x}, 从而{x}={x}.

“”xyX, x 有开邻域{y}使 y{y}, y 有开邻域{x}使 x{x}.

等价于有限集是闭集, 因为{x1, x2, , xn}={x1}∪∪{xn}.

可分或 Lindelöf

度
量
空
间

A1 A2

可分空间

Lindelöf空间

Rn的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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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6.1.3 设 X 是 T1空间, AX. 则 xd(A)x 的邻域 U, U∩ A 是无限集.

只须证“”. 若不然, x的邻域 U 使 U∩A 是有限集, 则 B=U∩A-{x}是闭集, 于是U-B 是x

的开邻域且(U-B)∩ A=, 矛盾.

定义 6.1.3 X 称为 T2 空间或 Hausdorff 空间, 若 X 中不同点存在互不相交的开邻域. 即

xyX, 分别x, y 的邻域 U, V 使得U∩ V=.

T2T1, 反之不成立.

例 6.1.1 含有无限多个点的有限补空间 X: T1, 非 T2.

X 的每一有限子集是闭集, 所以 X 是 T1空间. 由于 X 中任两个非空开集必定相交, 所以 X

不是 T2空间.

定理 6.1.5 T2空间中, 任意收敛序列有唯一极限点 .

证 设 T2 空间 X 中的序列 x iy1, 又有 xiy2 且 y1y2, 分别y1, y2 的开邻域 V1, V2 使

V1∩ V2=, nZ+, 使i>n 有 xiV1∩ V2, 矛盾.

在 T1空间中, 定理 6.1.5 可以不成立. 如对例 6.1.1 中的空间 X, X 中的任一由两两不同点构

成的序列{xi}收敛于任意 xX. 事实上, 设 U 是 x 的开邻域, 则 U是有限集, nZ+, 使当 i>n 时

有 xiU, 所以 xix.

§6.2 正则, 正规, T3, T4空间

定义 6.2.1(集的邻域) 设 A, UX, 若 AU, 称 U 是 A 的邻域. 若 U 还是开(闭)集, 称 U 是

A 的开(闭)邻域.

定义 6.2.2 X 称为正则空间, 如果xX, 及 X 的不含 x的闭集 A, 则x 与 A 有不相交的开邻

域, 即X 的不交开集 U, V 使 xU 且 AV.

定理 6.2.1 X 是正则空间xX 及 x 的开邻域U, 开集V 使 xVVU.

证 “”对 x 的开邻域 U, xU, X 的不交开集 U1, V1 使 xU1, UV1, 从而

xU1(U1)(V1)U.

“”xX 及 X 的闭集 A 使 xA, 那么 xA, 开集 V 使 xVVA, 令 U=V, 则 V, U

是不交开集且 xV, AU.

定义 6.2.3 X 称为正规空间, 如果X 中不交闭集存在不交的开邻域, 即若 A, B 是 X 的不交的

闭集, 存在不交开集 U, V使 AU, BV.

定理 6.2.2 X 是正规空间对 X 的闭集 A 及 A 的开邻域 U, 存在开集 V 使 AVVU.

与定理 6.2.1 的证明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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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2.1 正则+正规T0.

令 X={1, 2, 3}, T={, {1}, {2, 3}, X}, 则(X, T)是拓扑空间. 由于 X 的开集也是闭集, 所以 X

是正则, 正规空间. 由两点 2, 3 可见, X 不是 T0 空间.

例 6.2.2(Smirnov 删除序列拓扑) T2, 非正则空间.

R 的通常拓扑为 T. 令 K={1/n | nZ+}, T*={G-E | GT, EK}. 可以验证 T*是 R 上的拓扑且

TT*. 于是(R, T*)是 T2空间. 由于(R, T*)的闭集K与 0没有不交的开邻域, 所以(R, T*)不是正则

空间.

正则正规, 关键在于“单点集未必是闭集”.

定义 6.2.4 T3=正则+T1, T4=正规+T1.

T4T3T2.

定理 6.2.3 度量空间T4.

证 对度量空间(X, ), 先证 X 是 T2. xyX, (x, y)=2>0, 则 B(x, ), B(y, )是 x, y 的不交

的开邻域.

设 A, B 是 X 的不交的非空闭集. x, yX, 由定理 2.4.9, 如果 xB, 则(x, B)>0; 如果 yA,

则(y, A)>0. 记(x, B)=2(x), (y, A)=2(x), 并令U=∪xAB(x, (x)), V=∪yBB(y, (y)), 则U, V分

别是 A, B 的开邻域. 以下证明 U∩ V=. 若不然, zU∩ V,x1A, y1B, 使 zB(x1, (x1))∩ B(y1,

(y1)), 于是(z, x1)<(x1), (z, y1)<(y1). 不妨设(x1)(y1), 于是(x1, y1)(x1, z)+(z,

y1)<2(x1)=(x1, B), 矛盾.

§6.3 Urysohn 引理和 Tietze 扩张定理

用函数分离与存在连续扩张的方式刻画正规性.

定理6.3.1(Urysohn 引理) X 是正规空间对 X 的任两不交闭集A, B, 存在连续映射 f: X[0,

1]使 f(A){0}且 f(B){1}.

A
B

定理 6.3.1

定理 6.3.4

f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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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一例.

定理 6.3.2 T4空间中任意多于一点的连通子集是不可数集.

证 设 C 是 T4空间 X 的多于一点的连通集. 取定 xyC, 连续映射 f: X[0, 1]使 f(x)=0,

f(y)=1. 由 C 连通, f(C)=[0, 1], 于是 C 是不可数集.

定理 6.3.4(Tietze 扩张定理) X 是正规空间对 X 的任一闭集 A 及连续映射 f: A[a, b], 存

在连续映射 g: X[a, b]是 f 的扩张, 即 g|A=f.

§6.4 完全正则空间, Tychonoff 空间

定义 6.4.1 X 称为完全正则空间, 如果xX 及不含 x 的闭集 B, 存在连续映射 f: X[0, 1]

使 f(x)=0 且 f(B){1}. 完全正则的 T1空间称为 Tychonoff 空间 , 或 T3.5空间.

定理 6.4.1 完全正则正则.

证 xX 及不含 x 的闭集 A, 存在连续映射 f: X[0, 1]使 f(x)=0 且 f(A){1}. 令 U=f-1([0,

1/2)), V=f-1((1/2, 1]), 则 U, V 是 X 的不交开集且 xU, AV.

定理 6.4.2 正则+正规完全正则.

证 xX 及不含 x的闭集 B, 由正则性, 开集U 使 xUUB, 则 U, B 是 X的不交闭集,

由 Urysohn 引理, 连续映射 f: X[0, 1]使 f(U){0}且 f(B){1}, 这时 f(x)=0.

定理 6.4.3(Tychonoff 定理) 正则+Lindelöf正规 .

证 对正则 Lindelöf 空间X的不交闭集 A, B, A, xB, 开集 Ux使xUxUx
B. A 的覆盖

{Ux | xA}存在可数子覆盖{Ui}iZ+, 这时每一 Ui
∩ B=. 同理, B 有可数开覆盖{Vi}iZ+使每一

Vi
∩ A=.

令 Un*=Un-∪inVi
, Vn*=Vn-∪inUi

, 则 Un*, Vn*是开集且n, mZ+有 Un*∩Vm*=. 再令

U=∪nZ+Un*, V=∪nZ+Vn*, 则 U, V 是 X 的不交开集且 AU, BV.

各分离性公理之间的关系如下.

Lindelöf

T1 T1 T1

T4空间 T3.5 空间 T3空间 T2空间

T1空间

T0空间

正规 正则完全正则

度
量
空
间

正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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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分离性公理与子空间、积空间和商空间

一、分离性公理是拓扑性质

定理 6.5.1 设空间 X, Y 同胚, 若 X 是完全正则, 则 Y 也是完全正则.

证 设同胚 h: XY. yY 及不含 y 的闭集 B, 则 X 中的闭集 h-1(B)不含 h-1(y), 连续映射 f:

X[0, 1]使 f(h-1(y))=0 且 f(h-1(B)){1}, 于是 g=f◦h-1: Y[0, 1]连续且 g(y)=0, g(B){1}.

二、T0T3.5、正则、完全正则是可遗传性质, T4、正规是闭遗传性质

定理 6.5.2 正则性是可遗传性质.

证 设 X 是正则空间, YX. yY 及不含 y 的闭集 B, X 的闭集 B*使 B*∩ Y=B, 那么

yB*, X 中不交开集 U*, V*使 yU*且 B*V*, 从而 yU*∩ Y, B=B*∩ YV*∩ Y.

三、T0T3.5、正则、完全正则是有限可积性质 , T4、正规不是有限可积的

定理 6.5.3 完全正则性是有限可积性.

证 仅证若 X1, X2是完全正则空间, 则 X1X2是完全正则空间 . x=(x1, x2)X1X2及不含 x

的闭集 B, 分别存在 X1 的开集 U1, X2的开集 U2, 使得(x1, x2)U1U2X1X2B. 对 i=1, 2, 连续

映射 fi: Xi[0, 1]使得 fi(xi)=0 且 fi(XiUi){1}.

定义映射 f: X1X2[0, 1]为 f((y1, y2))=max{f1(y1), f2(y2)}, 易验证, f 连续且 f((x1, x2))=0.

y=(y1, y2)B, 则(y1, y2)U1U2, i=1 或 2 使 y iUi, 从而 fi(yi)=1, 于是 f(y)=1, 即 f(B){1}.

本节习题 3 表明: 实数下限拓扑空间 Rl 是 T4空间, 但是 Rl
2 不是正规空间.

有例子说明, 分离性都不是可商性质.

例3.3.1 表明, 存在商映射q: RR/~使R/~是由两点组成的平庸空间. R具有下述介绍的所有

分离性质, 但是 R/~不是 T0空间. 因此, 分离公理 Ti不是可商性质 .

例 6.5.1 正则性, 完全正则性, 正规性都不是可商性质.

记 R 的子集 A=(-, 0], B=(0, 1), C=[1, +). 在 R 上定义等价关系~如下: x, yR, x~yx, y

同时属于 A, B或 C 之一. 则商集 Y=R/~为{A, B, C}, 商拓扑是{, {B}, {A, B}, {B, C}, {A, B,

C}}. 易见 Y是 T0空间. 考察 A, B 两点, Y不是 T1空间. 考察两闭集{A}, {C}, Y既不是正则空间,

也不是正规空间, 从而 Y 不是完全正则空间(定理 6.4.1).

§6.6 可度量化空间

可度量化空间(定义 2.2.3): 空间的拓扑与某一度量拓扑一致.

嵌入: 设 X, Y 是两拓扑空间, 映射 f: XY 称为嵌入, 如果 f 是 X 到 f(X)的同胚; 也称 X 可

嵌入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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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Hilbert 空间 H.

定理 6.6.1(Urysohn 嵌入定理) 第二可数的 T3空间可嵌入 H.

证 设 X是第二可数的正则空间, 则 X 是正规空间(Tychonoff 定理 6.4.3). 设 B 是X 的不含

的可数基. 令 A={(U, V)BB | UV}={(Ui, Vi) | iZ+}. iZ+, 因 Ui
Vi, 连续映射 fi: X[0,

1]使 fi(Ui
){0}, fi(X-Vi){1}. 定义 f: XH 使 f(x)=(f1(x), f2(x)/2, , fi(x)/i, ). 则 f 是一个嵌入.

定理 6.6.2 H是可分空间.

证 令 D={(y1, y2, , yn, 0, 0, )H | nZ+, yiQ}. 则 D 是H 的可数稠密集. 只须证, xH,

>0, B(x, )∩ D. n>0 使i>nxi
2<2/2. in, y iQ 使|x i-yi|</ 2n . 于是 y=(y1, y2, , yn, 0, 0,

)D 且(x, y)= /2)2n/n(x)y-(x 22
ni ni

2
i

2
ii    

=, 所以 yB(x, )∩ D.

定理 6.6.3 下述等价:

(1)X 是第二可数的 T3空间;

(2)X 可嵌入 H;

(3)X 是可分的度量空间.

证 由已证命题可知(3)(1)(2). (2)(3). H 是可分的度量空间, H 的子空间也是可分度量

空间, 从而 X 是可分度量空间.

上述定理中的 T3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如例 6.2.2 中的空间(R, T*)是 A2的 T2 空间, 但不是 T3

空间.

第七章 紧致性

可度量性与紧致性是点集拓扑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拓扑性质. 本章介绍紧致性及它与分离性

公理、可数性公理的关系, 分析了度量空间中紧致性的几种等价形式, 引进了紧致性的两种本质

推广: 局部紧致性与仿紧致性.

§7.1 紧致空间

Lindelöf 空间的定义. Heine-Borel 有限覆盖定理.

定义 7.1.1 紧致空间: X 的每一开覆有有限子覆盖.

紧Lindelöf, 反之不然. 如由可数无限个点组成的离散空间.

例 7.1.1 R 不是紧致空间.

R 的开覆盖 A={(-n, n)R | nZ+}没有有限子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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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7.1.2 X 的子集 Y 称为紧致子集, 如果 Y 作为子空间是紧致空间.

定理 7.1.1 设 YX, 则 Y 紧致由 X 中开集构成 Y 的覆盖有有限子覆盖.

证 “”设 A 是 Y 的这样一个覆盖, A|Y 有有限子覆盖{Ai∩Y | in}, 则{Ai | in}覆盖 Y.

“”设 A 是 Y 的开覆盖, AA, X 的开集 UA 使 A=UA∩ Y, A*={UA}AA 有有限子覆盖

{ UAi }in, 则{Ai}in是 Y 的有限子覆盖.

定义 7.1.3 有限交性质: 每一有限子族具有不空的交.

定理 7.1.2 X 紧致具有有限交性质的闭集族有非空的交.

证 “”F 是 X 的具有有限交性质的闭集族 , 如果 ∩ F=, 则∪F=X, 那么 X 有覆盖

{F1, … Fn}, 从而∩ inFi=(∪inFi)=, 矛盾.

“”设 A 是 X 的开覆盖, 因为∪A=X, 于是∩ A=, 所以某有限子集之交∩ inAi=, 即

∪inAi=X, 从而A 有有限子覆盖.

定理 7.1.3 设 B 是 X 的基. 如果 X 的由 B 中元构成的每一覆盖有有限子覆盖, 则 X 是紧致

空间.

证 设 A 是 X 的开覆盖. 令 B={BB | AA 使 BA}, 则∪B=X. 事实上, xX,AA 使

xA, BB 使 xBA, 那么 BB. 于是 B的某有限子集{B1, … , Bn}覆盖 X. in, AiA 使

BiAi, 则{Ai }in是 A 的有限子覆盖.

定理 7.1.4 设 f: XY 连续. 若 A 是 X 的紧致子集, 则 f(A)是 Y 的紧致子集.

证 设 C是由 Y 的开集组成的 f(A)的覆盖, 则{f-1(C) | CC}是X 的开集组成的 A 的覆盖, 它

有有限子覆盖{f-1(Ci)}in, 于是{Ci} in 是 f(A)的有限子覆盖.

定理 7.1.5 紧致性是可闭遗传性.

证 设 Y 是紧致空间 X 的闭集. 设 A 是由 X 中开集组成的 Y 的覆盖, 则 A∪{Y}是 X 的开

覆盖, 它有有限子覆盖{Ai} in∪{Y}, 从而{Ai}in是 Y 的覆盖.

紧致性是否是可开遗传性?

定理 7.1.6(Alexandroff 一点紧化定理) 每一拓扑空间必定是某一紧致空间的开子空间.

证 设(X, T)是拓扑空间, X. 令 X*=X∪{}, T*=T∪{X*}∪T1, 其中 T1={EX* | X*-E 是

(X, T)中紧致闭集}. 则

(1) T*是 X*上的拓扑.

(2) (X*, T*)是紧致空间: 设 C 是 X*的开覆盖, CC使C, 那么 X*-C是紧致的, 有 C 的

有限子集 C*覆盖 X*-C, 则 C*∪{C}是 X*的有限子覆盖.

(3)由于 T=T*|X, 所以(X, T)是(X*, T*)的开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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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7.1.7 紧致性是有限可积性.

证 设 X1, X2 是紧致的 , 要证 X1X2 是紧致的 .

B={UV∣U, V分别是 X1, X2的开集}是 X1X2的基. 设 A

是由 B 中元构成的X1X2的覆盖. xX1, {x}X2 同胚于

X2, 所以 A 有有限子集 Ax={UxiVxi}in(x)覆盖{x}X2, 不

妨设 xUxi. 令 Mx=∩ in{x}Uxi, 则 X1 的开集 Mx 含点 x 且

∪AxMxX2. 这时 X1 的开覆盖{Mx∣xX1}有有限子覆

盖{Mxj}jm. 令 A*=∪jmAxj, 则 A*是 A 的有限子覆盖.

§7.2 紧致性与分离性公理

定理 7.2.1(定理 7.2.5) X 是 T2 空间. 若 A, B是 X 不交的紧致子集, 则 X 中不交的开集分别

含 A, B.

证 固定 xA,yB, 不交开集Uy, Vy分别含 x, y. B的覆盖{Vy | yB}有有限子覆盖{Vyi} i≤n,

令Ux*=∩ i≤nUyi, Vx*=∪i≤nVyi, 则 Ux*, Vx*是X 的分别含 x, B的不交开集. A的覆盖{Ux*|xA}有有

限子覆盖{Uxj*}j≤m, 令 U=∪j≤mUxj*, V=∩ j≤mVxj*. 则 U, V 是 X 中分别含 A, B 的不交开集.

推论 7.2.2 T2空间的紧致集是闭集.

证 设A是T2空间X的紧致集. 若xA,X中不交的开集U, V分别含x, A, 于是 U∩ A=, 所

以 xA, 故 A= A是闭集.

推论 7.2.3 紧致 T2空间中, 闭集=紧致集.

推论 7.2.6 紧致+T2T4.

定理 7.2.7 设X 是正则空间. 若X 的紧致集 A 含于开集 U中, 则存在开集V 使AVVU.

证 xA, 开集Vx使xVxVx
U. A 的覆盖{Vx | xA}有有限子覆盖{Vi} i≤n. 令V=∪i≤nVi,

则 V 是 X 的开集且AVVU.

由此, 紧致的正则空间是正规空间, 从而紧致+正则正规+正则完全正则. 下图是紧致空

间中分离性的关系.

T1 T1 T1

紧致空间中

T4空间 T3.5 空间 T3空间 T2空间

正规空间 完全正则空间 正则空间

x
Mx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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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7.2.8 设 f: XY 连续. 若 X 紧致, Y 是 T2, 则 f 是闭的.

证 若 A 闭于 X, 则 A 是紧致的, 于是 f(A)是 Y 的紧致子集, 从而 f(A)闭于 Y.

若上述 f 还是双射, 则 f 是同胚. (推论 7.2.9)

§7.3 Rn 中的紧致子集

定义 7.3.1 (X, )是度量空间. AX称为有界子集, 若M>0, x, yA 有(x, y)<M. 若X 有界,

称 X 是有界度量空间.

定理 7.3.1 紧致度量空间是有界的.

证 设 (X, )是紧致度量空间. X 的开覆盖{B(x, 1)}xX 有有限子覆盖{B(xi, 1)}i≤n. 令

M=max{(x i, yj)| i, j≤n}+2. x, yX, i, j≤n 使 xB(xi, 1), yB(xj, 1), 于是(x, y)(x, xi)+(xi,

xj)+(xj, y)<M.

引理 7.3.2(Heine-Borel 有限覆盖定理) 闭区间[a, b]是紧致空间.

定理 7.3.3 设 ARn. 则 A 紧致A 是有界闭集.

证 让是 Rn中通常度量. “”由定理 7.3.1 和推论 7.2.2.

“”设 ARn是有界闭集. M>0, 使x, yA 有(x, y)<M. 取定 x0A, 令 N=M+(0, x0), 则

xA, (x, 0)(x, x0)+(x0, 0)<N, 所以A[-N, N]n, 于是A 是紧致的 .

n, mZ+, n 维单位球面 Sn是 Rn中的有界闭集 , 所以是紧致的, 而 Rm不是紧致的, 于是 Sn

与 Rm不同胚.

定理 7.3.4 设 X 是紧致空间, f: XR 连续, 则x0, x1X 满足xX 有 f(x0)≤f(x)≤f(x1).

证 f(X)是 R 的紧致子集, 于是 f(X)是 R 的有界闭集, 设 m, M 分别是 f(X)的上, 下确界, 于

是 m, Mf(X), x0, x1X 使 f(x0)=m, f(x1)=M, 从而xX 有 f(x0)≤f(x)≤f(x1).

§7.4 几种紧致性以及其间的关系

定义 7.4.1 可数紧致空间: 每一可数开覆盖有有限子覆盖.

紧致=可数紧致+Lindelöf. (定理 7.4.1, 7.4.2)

定义 7.4.2 列紧致空间: 每一无限子集有聚点.

定理 7.4.3 可数紧致列紧致.

证 设 A 是可数紧致空间 X 的可数无限子集. 若 A 没有聚点, 则 A=A∪d(A)=A 是闭集, 且

aA, a的开邻域Ua使Ua∩ A={a}. X的可数开覆盖{Ua| aA}∪{A}有有限子覆盖{Uai} i≤n∪{A},

于是 A=((∪i≤n Uai)∪A)∩ A={a i}i≤n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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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7.4.4 X 是可数紧致X 中任一非空下降的闭集列交非空.

证 “”若 X 中的非空下降的闭集列{Ai}iZ+使∩ iZ+Ai=, 则 X=∪iZ+Ai, 有限子集{Aij}j≤n

覆盖 X, 即 X=∪j≤n Aij, 所以=∩ j≤n Aij=Am, 其中 m=max{ij: j≤n }, 矛盾.

“”对 X 的可数开覆盖{Uj}jZ+, 令 Vi=∪j≤iUj. 若{Uj}没有有限子覆盖, 则每一 ViX. 于是

{Vi}是 X 的非空下降闭集列, 所以∩ iZ+Ai, 即 X∪iZ+Vi=∪jZ+Uj, 矛盾.

定理 7.4.5 T1+列紧致可数紧致.

证 设 X 是 T1列紧致空间. 若 X 不是可数紧致, X 有非空下降闭集列{Fi}iZ+交为空, 取定

xiFi. 令A={xi | iZ+}. 若A是有限集, aA 和子列{xni}使每一xni=a, 于是iZ+有 a=xniFniFi,

从而 a∩ iZ+Fi. 若 A 是无限集, 设 b 是 A 的聚点, iZ+, 令 Ai={x j | ji}, 因为 X 是 T1空间, 由

定理 6.1.3, bd(Ai)Ai
Fi, 所以 y∩ iZ+Fi, 矛盾 .

定义 7.4.4 序列紧致: 每一序列有收敛子列.

定理 7.4.6 序列紧致可数紧致.

证 设 X是序列紧致. 若 X的可数开覆盖{Ui}iZ+没有有限子覆盖, nZ+, xnX-∪i≤nUi. 设

子序列 xniy, kZ+使 yUk, j>k使 xnjUk∩ (X-∪i≤nj Ui)Uk∩ (X-Uk)=, 矛盾.

定理 7.4.7 第一可数+可数紧致序列紧致.

证 设 X 是第一可数的可数紧致空间. 对 X 中的序列{x i}, 若{xi|iZ+}是有限集, 则{x i}有收

敛子列; 若{x i|iZ+}是无限集, 设 x 是它的聚点, 由定理 5.1.9, 存在子列{xni}收敛于 x.

各种紧致性之间的关系如下

§7.5 度量空间中的紧致性

定义 7.5.1-7.5.2 Lebesgue 数: 对度量空间(X, )及AX, diam(A)=sup{(x, y)|x, yA}称为

A 的直径. 实数>0 称为 X 的开覆盖 A 的 Lebesgue 数, 若AX 满足 diam(A)<, 则 A 含于 A

的某元中.

定理 7.5.1(Lebesgue 数定理) 序列紧致度量空间的每一开覆盖有 Lebesgue数.

证 设 X 是序列紧致度量空间. 若 X 的开覆盖 A 没有 Lebesgue 数, iZ+, EiX 使

A1

T1
紧致空间

可数紧致空间 列紧致空间

序列紧致空间

Lindelö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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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Ei)<1/i 且 Ei 不含于 A 的任何元中. 取定 xiEi, 则{x i}有收敛子列 xiny, AA 使 yA,

jZ+使 B(y, 2/j)A. mZ+, 当 n>m 时 xinB(y, 1/j), 取定 k>max{m, j}, xEik, (x, y)(x,

xik)+(xik, y)<1/ik+1/j<2/j, 所以 EikB(y, 2/j)AA, 矛盾.

定理 7.5.2 序列紧致度量空间是紧致的.

证 设 A 是序列紧致的度量空间 X 的开覆盖. A 有 Lebesgue 数 λ>0. 令 B={B(x, /3)}xX, 则

B 有有限子覆盖. 否则, 取定 x1X, 序列{x i}满足每一 xj∪i<jB(xi, /3), 则ijZ+有(xi,

xj)>/3, 于是{x i}没有收敛子序列.

设 B 的有限子覆盖为{B(zi, /3)}in. 由于 diam B(zi, /3)≤2/3<, Ai A 使 B(z i,/3)Ai, 则

{Ai} i≤n是 A 的有限子覆盖.

定理 7.5.3 设 X 是度量空间, 下列等价:

(1)X 是紧致;

(2)X 是列紧致;

(3)X 是序列紧致;

(4)X 是可数紧致.

证 显然(1)(2), 由 T1知(2)(4), 由 A1 知(4)(3), 由定理 7.5.2 知(3)(1).

§7.6 局部紧致空间, 仿紧致空间

定义 7.6.1 局部紧致: 每一点有紧致的邻域.

紧致, 或 Rn局部紧致 .

定理 7.6.1(定理 7.6.4) 局部紧致+T2T3.5.

证 设X是局部紧致的T2空间. xU, 其中 U

开于 X, x 的紧邻域 D, 则 xU∩ DD. 由于 D

是正规子空间, 连续映射 g: D[0, 1]使 g(x)=0 且

g(D-U∩ D){1}. 定义 f: X[0, 1]为 f(X-D){1}

且 f|D=g, 则 f 连续且 f(x)=0, f(X-U){1}. 事实上,

设 F 闭 于 [0, 1], 若 1F, 则 f-1(F)=(X-

U∩ D)∪g-1(F)闭于 X; 若 1F, 则 g-1(F)=g-1(F)闭

于 X.

定义 7.6.2 设集族 A 和 B 覆盖集合 X. 如果AA, BB 使 AB, 则称 A 是 B 的加细, 或

A 加细 B.

U

D

U∩ D

•x

1

0

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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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若 A 是 B 的子覆盖, 则 A 加细 B. {{x}| xX}加细 X 的任意覆盖.

定义 7.6.3 设 A 是空间 X 的子集族. 称 A 在 X 是局部有限的, 若 X 中每一点有一邻域仅与

A中有限个元相交, 即xX, x的邻域U, 使{AA | A∩ U}是有限的. 若A还是X 的覆盖, 则

称 A 是 X 的局部有限覆盖.

有限集族是局部有限的. 在R中, 令A={(n-1, n+1) | nZ}, B={(-n, n) | nZ+}, 则A, B都是R

的开覆盖, A 加细 B, A 是 R 的局部有限覆盖, 但是 B 不加细A, B 不是局部有限的.

定义 7.6.4 空间 X 称为仿紧致的, 若 X 的每一开覆盖有局部有限的开加细, 即若 U 是 X 的

开覆盖, 则存在 X 的局部有限的开覆盖 V使 V加细 U.

紧致空间是仿紧致空间, 离散空间是仿紧致空间.

定理 7.6.6 仿紧致+T2T4.

证 设 A, B 是 T2仿紧致空间 X 中的不交闭集. 固定 xA. yB, 不交开集 Uy, Vy分别含 x,

y 两点, 那么 x(Vy)
. X 的覆盖{Vy | yB}∪{B}有局部有限开加细 V, 令 Vx={VV | yB 使

VVy}, Vx=∪Vx, 则 Vx是 B 的开邻域且 x(Vx). 事实上, bB, VV 使 bV, yB 使 VVy,

于是 bVVx. 由局部有限性, 有 x 的邻域 Wx仅与 Vx中有限个元, 设为{Vi | in}, 相交 , 如果

x(Vx), 则 x(Wx∩ (∪Vx)) (∪i≤n Vi)∪i≤n Vi
, 于是in使xVi

, yB使ViVy, 则x(Vy),

矛盾. 令 Ux=X-Vx
, 则 Ux是 x 的开邻域且, Vx∩ Ux=, 从而B∩ (Ux)

=.

X 的覆盖{Ux | xA}∪{A}有局部有限开加细 U, 令 UA={UU |xA 使 UUx}, UA=∪UA,

则UA是A的开邻域且B∩ (UA)=. 事实上, aA,UU使 aU, xA使UUx, 于是 aUUA.

bB, 由局部有限性, 有 b的邻域Wb 仅与UA 中有限个元, 设为{Uj | jm}, 相交, 如果 b(UA),

则b(Wb∩ (∪UA))(∪j≤m Uj)∪j≤m Uj
, 于是jm使bUj

, xA 使UjUx, 则b(Ux), 矛盾.

因而, UA 与(UA)是 A, B 不交的开邻域, 故 X 是正规空间.

书上证明了(定理 7.6.8), A2, T2, 局部紧致空间是仿紧致空间 . 有两个更一般的结果 : (1)

Lindelöf 的正则空间是仿紧致空间; (2) 度量空间是仿紧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