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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述 

  火腿三明治定理（或称为 Stone-Tukey 定理）在三维的情况下，可以表达为：任意给定一

个火腿三明治，总有一刀能把它切开，使得火腿、奶酪和面包片恰好都被分成两等份。[1] 

可以扩展到 n 维的情况：如果在 n 维空间中有 n 个物体，那么总存在一个 n - 1 维的超平面，

它能把每个物体都分成“体积”相等的两份。[2] 

 

三、演示 

  我们简化了问题，仅考虑在二维平面下的情况。即：给出 n 个红点，m 个蓝点，做出一条

直线，使得直线两边的红点和蓝点数量均被平分。[3] 

 

 通过 python QT 完成的演示界面。 

核心部分：对偶问题的直线平分由 C++完成。 

 

四、算法简述 

1、在二维的情况下，通过对偶的方法（duality），使原来的点平分问题转化为：把直线分

成上下两部分的问题。 

确切说：在原问题的一个点：(x0,y0)，将通过抛物线：y=x2 的映射，变为直线：y=2x0x-y0 

 



 

 

2、然后固定红色，找出对偶问题里，红色直线的平分区间。这些平分区间由直线编号组成，

每一次转换意味着在对偶问题中的一次直线相交。 

同样固定蓝色，找到对偶问题里，蓝色直线的平分区间。 

 

 

3、再由红蓝两个平分区间相交，得到至少一个交点。 

 

4、最后将此对偶问题得到的交点返回到原问题的直线上去。此时得到的直线就能将平面上

的红蓝点都平分成两半。 



 

 

五、分析 

注意到，算法的重点是四/2，如何找出对偶问题里，固定一种颜色后，对应的所有直线的

平分区间。这里是用 c++完成的代码。 

具体算法： 

1、从最左端无穷远处，找出位于中间的直线编号。 

2、不断向右侧走，每次与别的直线相交时，根据相交方向，确定是沿另外那条直线向上，

还是向下。 

3、直到最右端的无穷远处。 

 

六、推广 

  Red-Blue Matching 问题，即给定平面上 n 个红点和 n 个蓝点，求出一个 n 条连接一个蓝点

一个红点的匹配，使得所有这些线段都不相交。只需要通过算法的前半部分，每次将两种

点都不断平分即可。 

  这部分没有完成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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