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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组合分析法和构造染色的方法, 讨论 图K
15-E(K

3
)和K

17
-E(K

3
)的邻点可区别全染色, 确定了它们的

邻点可区别全色数分别为16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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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combinatorial analysis and constructing concrete coloring, we discussed the 
adjacentvertexdistinguishing total coloring of K

15-E(K
3
), K

17
-E(K

3
) and obtained  that  the 

adjacentvertexdistinguishing total chromatic numbers of K
15-E(K

3
) and K

17
-E(K

3
) are 16 

and 19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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