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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类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 

董丽红，薛 栓 

(河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设C和H是 Hom Hopf代数， ：c H—H C是一个线性映射．首先介绍了 Hom- 一smash余积 

Horn-Hop{代数( H， o )的相关概念；然后研究 Hom—Hop{代数( H， )上的余拟三角结构，得到了 

其构成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的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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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代数的拟三角结构和余拟三角结构是 Hopf代数理论中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见文献[1—4]．在 

文献rs]中，作者讨论了 一smash余积 Hop{代数上的余拟三角结构，给出了其构成余拟三角 Hop{代数的充 

要条件．而随着起源于代数形变理论的 Hom一结构(李代数，代数，余代数，Hopf代数)的发展，Hopf代数和 

量子群中诸多内容在 Hom-结构下已有许多相对成熟的重要推论，基于此，很 自然的考虑什么情况下文献 

Es3中∞一smash余积 Hopf代数在 Hom一意义下可以构成余拟三角 Hop{代数，给出了 Hom一叫一smash余积 

Hopf代数构成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的充要条件．本文的所有工作都在域 尼上进行的．文中将使用 

Sweedler关于余代数余乘的记号△(c)一 >：c c。，以下省略>：． 

1 预备知识 

本节主要回顾 Hom一结构相关定义，Hom—w-smash余积成为 Hom—Hop{代数的充要条件和一些例子． 

定义 1̈6 ] 一个 Horn一结合代数是一个四元组(A， ，1 ， )(简称(A，a))，其中A是一个线性空间，口： 

A— A，叩：k— A， ：A A—A，／l(a o 口 )一 为线性映射，使对所有 n，n ，＆ ∈A，下列条件满足 

(HA1)a(aa )一 口(n)a(n )，a(1A)===1A，其中 1A一 7／(1 )； 

(HA2)口(n)(＆ n )一 (aa )a(口 )，alA 一 1Aa — (口)． 

一 个 Hom一余结合余代数是一个四元组(c，△，e，卢)(简称(c， ))，其中c是一个线性空间，J8：C— C，e： 

C— k，A：C— C C为线性映射，使对所有 c∈C，下列条件满足 

(HC1)△。卢一 (卢 )。△，￡。卢一 e； 

(HC2)p(c1) o 一 o p(c2)，e(c1)c2一f1e(c2)一 (c)． 
一 个 Hom一双代数是一个六元组(H， ，1H，△，e，y)(简称(H，y))，其中(H，y)是 Hom一代数，也是 Hom一 

余代数，使得线性映射 △，e是 Hom一代数同态，即对任意 h，g∈ H下列条件满足 

A(hh )一 △( )A(h )，△(1H)一 1H 1H，e(砌 )一 e(h)e(h )，e(1H)一 1． 

进一步，一个对极是一个线性映射 s：H— H，如果满足下列条件 

S( 1)h 2一 h1S( 2)一 ￡( )1H，S(r(h))一 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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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个带有对极的 Hom～双代数称为 Hom—Hopf代数，且对任意的h，g∈H，满足： 

S(hg)一S(g)s( )，S(1H)一1H，△(S(九))一 S(h2)o S(h1)，￡(s( ))一￡( )． 

定义 2口 设(C，d)和(H， 是两个 Horn一余代数，60：C H— H o C(对任意c∈C，h∈ H，记 

oJ(c o 矗)： h f)是 一个线性映射，且满足a( f) ( h)= (f)o (̂)． 

定义 C H，C H作为它的向量空间，其上余乘和余单位分别为 

Ac H = c1 1 (hi) a ( c 2) hz，。 
H
(c o )一ec(c)EH(̂)， 

如果它是一个 Horn一余代数，则称(c o H，△ ， 嘲 ，a )是一个 Horn—OJ-smas}l余积，并简记为 

( S ，a )． 

注记 1 该余积和文献[11]中定义的余积不同． 

定理 1[1。。 若( H，a )是一个 Horn—cc厂smash余积，当且仅当下列条件成立(其中由一∞)： 

￡H( ) c一 ￡H( )d(c)，￡c( c) 九一 ec(c) ( )， 

( ) ( )2 a( c)一卢( ( 1)) h 2 ( c)， 

( h)o ( 口(c))1 ( 口(c))2一 ( ) (a(c1)) a( C 2)． 

注记 2 若(C，Sc，口)和(H，SH，卢)是两个 Hom—Hopf代数，则 H是 Hom—oJ-S1TIaSh余积 Hopf代 

数当且仅当定理 1中的3个条件成立，且∞是代数同态，其对极为 

Sc H(c 矗)一 Sc(a～ ( a(c))) SH( ( h))． 

例 1 (1)设(C，d)，(H，卢)是两个 Hom-Hopf代数，(C，a)是左 H-Horn一余模双代数口 ，余模结构为p： 

C— H C，ID(f)：fI ⑧ f0，且满足 舷～l 一f_】h o ，对任意的f∈C，h∈ H，定义 

叫：C H— H o C，c h C—lh co， 

则 H是一个 Horn—smash余积 Hopf代数． 

(2)设(H，a，S)是一个有限维Hom—Hopf代数，其中a。一J，设h 是H的基 ，̂ 是H 的对偶基，对任意 

的 z∈ H ， ∈ H印，定义 

∞：H o H 一 H H印，h z (a ( )d (h／)) (a( )·a(矗))·S ( )， 

这里“·”是 H印的乘法，则 H H 是 Drinfeld double的对偶 Horn—Hopf代数 D(H) ． 

定义3 设(H，口)是 Hom—Hopf代数， ：H H一 是是一个线性映射．若对任意h，g，z∈H，满足以 

下条件 ： 

(a1)a(h，1H)一 (1H， )一 ￡( )，(d2) (hg，d(Z))一 (a(̂ )，Z1) (d(g)，Z2)， 

(盯3) ( (̂ )，g1)一 ( 1， (Z)) (̂ 2， (g))，( 4)g1h1 ( 2，g2)一 (矗1，g1) 2g2， 

则称(H，口， )是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 

定义4 设(C，口)，(H，卢)是 Horn—Hopf代数，P：C o H一 志是一个线性映射．若对任意 a，b∈ C， 

h，g∈ H，满足以下条件 ： 

(P1)P(a，1H)一 ￡(a)，P(1c， )一 ￡( )， 

(P2)P(ab，卢( ))= P(口(口)，h1)P(a(6)，h2)， 

(P3)P(口(n)，hg)一 P(a1，卢( ))P(a 2，卢(g))， 

则称 (C， ，H，卢，P)是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 

定义 5 设(c，a)，(H，卢)是 Horn—Hopf代数，V：H c一 是是一个线性映射．若对任意 n，6∈C， 

h，g∈ H，满足以下条件 ： 

(V1)V( ，1c)一 ￡( )，V(1H，n)一 ￡(口)， 

( 2)V(hg，a(n))一 ( (g)，a1) ( (̂ )，a2)， 

( 3) ( ( )，ab)一 V( 1，a(6)) (矗2， (口))， 

则称(H， ，C，口， )是斜对偶相容 Horn—Hopf代数． 

定义 6 设(C，a)，(H， )是 Horn—Hopf代数，CO：C H— H o c是一个线性映射，(C，a，H，口，P)是 

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H，卢，C，口， )是斜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Q：C C一 是是线性映射．若对 

任意 a，b，c∈C，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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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Q(n，1c)一 Q(1c，a)===￡(口)， 

(Q2)Q(ab，a(f))一 P(口2，口( 1H))Q(口1，C1)Q(a(6)， 口 (C2))， 

(Q3)Q(口(a)，bc)一 ( ( 1H)，c2)Q(口1，C1)Q( d (n2)，口(6))， 

(Q4)b1a1 Q(a2，b2)一 ( ( 1H)，口一 (622))P(a一 (口21)， (。1H))Q(a1，b1) a一。(n22) 一 (621)， 

则称(C， ，Q)是弱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 

定义7 设(C，a)，(H， )是 Horn—Hopf代数，cU：C o H— H C是线性映射．若对任意h∈H，CO满 

足条件： 1c h===1c ( )，则称 叫是右正规的． 

2 Hom—CO-smash余积 Hopf代数上的余拟三角结构 

本节主要讨论 Horn一~O-smash余积 Hopf代数( H， )构成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的充要条 

件，当a 一工时，可得到文献[5]的定理 3．6． 

引理 1 设(C H，a ， )是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对任意 a，b∈C，h，g∈H，定义映射 

T：H H一 是，T(h，g)一 (1c o h，1c g)， 

P ：c H 一 是，P(a， )一 (口 1H，1c )， 

：H C一 是，V(h，6)一 (1c h，a 1H)， 

Q：C C一 愚，Q(口，6)一a(a o 1H，6 1H)． 

贝Ⅱ有 (1)T(h，1H)一 T(1H， )=：：￡(̂)； ’ 

(2)P(口，1H)===￡(口)，P(1c， )一 e(九)； 

(3)V(̂ ，1c)一 ￡( )， (1H，a)一 e(口)； 

(4)Q(口，1c)一 Q(1c，n)一 ￡(n)． 

引理 2 设( H，Ac
．

阅H， 冈H，a )是一个 Hom—OJ-smash余积Hopf代数，60是右正规的线性映 

射，则对任意 C∈C，h∈ H，有 

( 1H) c一 h o C一 ( 1H) f， 

( h)o ( a(c)) ( a(c))z一 ( 1H) 。a(C1)o a( C 2)， 

( h) ( a(c)) o ( a(c))z一 hp ( 1n) 口(c1)o a( f z)． 

证明 直接验证 即可． 

引理3 设( H，ao卢， )是一个余拟三角Hom—Hopf代数．则对任意n，b∈C，h，g∈H，有 (a(口) 

卢( )，口(6)o』9(g))一 T(h 一，g )P(a2，gz)V(h2，6z)Q(口 ，6 )． 

证明 取 cU一面一r，ao h，b g∈ H，因为 H是一个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故可得 

(61a1 o (g ) ( )) (d ( 。2) h2，a ( b z) gz)一 

(口1 ( )，b (g ))(d ( n 2)d ( 6 2) h2gz) 

令 a一 1c，g===lH并用 I ￡作用得 (1c o ( )，a1 1H) a z—a(a1)V( ( )，口2)；令 b— lc，h一1H并 

用 ￡作用得 (al 1H，lc o ( )) n 2一a(a1)P(a2，卢(̂))． 

因此有 

(a(口)o ( )，a(6) (g))一 ((1c )(n 1H)，a(6) (g))一口(1c 卢(矗)，bl 

( 1H) (g1)) (a(n) 1H，口 ( 62) g2)一 (1c ( 1)，lc 

g1) ( 一 ( 1c) h。， ( 1H)) (口 1H，1c g2) (a一 ( 口z) 1H， a (b2) 

1H)一口(1c h1，1c o g1)口(1c hz，b1 o 1H)口(口z 1H，lc gz)口(口1 o 1H， 

d ( 6 2) 1H)一 (1c h1，1c o g1) (1c o hz，b2 1H)d(口z 1H，lc gz) 

(口l 1H，bl 1H)一 T(hl，g1)P(a2，gz)V(h2，b2)Q(al，b1)． 

命题 1 设( H，△r H， ．阁H， ， )是一个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其中 (a(口) 卢( )， 

a(6) (g))一 T(h ，g )P(a ，g ) ( z，bz)Q(al，‘b1)，则对任意n，b∈C，h，g∈H，有 

(1)(H，T)是一个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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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P)是一个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 

(3)(H，C，V)是一个斜对偶相容 Horn—Hopf代数； 

(4)(C，Q)是一个弱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 

(5)T，P，V，Q满足以下条件： 

(a)a(a1)P(a2，J9(g))一 T( 1H，g1)P(口1，g2) a z， 

(b)P(g2)P(口(n)，g1)=：：g1 ( 1H)P( a，g2)， 

(c)a(n1)V(|8(g)，a2)一 T(g1， 1H)V(g2，a1) a 2， 

(d) ( 1H)g1V(g2， a)一 V(gl，a( ))J8(g2)， r 

(e)p( 1H) ( 1H)Q( a， b)一 Q( (口)，a(6))1H， 

(f) ( (g)，bz)Q(a(n)，b1)一 P(a2， ( 1H))Q(n ，b )V( (g)， a一 (bz))， 

(g)T( (g)，h1)P(d(口)，h2)一 T(卢(g)，h2)P(a(n)，hi)， ． 

(h)P(a2，p(g))Q(a1，a(6))一V(卢( 1H)，b2)Q(al，b1)P( a一 (a2)，卢(g))， 

(i)T(h1， (g))V( 2，a(口))一 T(h2， (g))V(̂ 1， (口))． 

证明 对任意a，b，C∈C，h，g，z∈H，由于 H是一个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可得： 

T( ( 1g1)，Z1)P(a (a2b2)，Z2)V( ( 2g2)，c2)Q(d (a1b1)，c1)一 T(hl， (( (11))1))· 

P(口2， 一 (( (Z1))2))V(̂2， 一 (f12))Q(以1， 一 (C11))· 

T(g1，p- (z21))P(62，p- (z22))V(g2，R一。( c 2)2)Q(bl，a一。( c 2)1)， (1) 

由于 口满足条件(a3)，有： ’ 

T(hl， (gl Z1))P(a2， (g2 Z2))V(h2，口 (b2f2))Q(al，a (blC1))一 

T(b'- (( 一 ( 1))1)，z1)P(a～ (a12)，z2)V( (( 一 ( 1))2)，C2)Q(a一 (n1 1)，C1)· 

T( ( 21)，g1)P(a一 ( n 2)2，g2)V( ( 22)，b2)Q(d一 ( n 2)1，b1)， (2) 

由于 口满足条件( 4)，有 ： 

(61口1 (g1) ( 1))T( (̂ 21)， (g2 ))P(a ( n z)2， (gz2))· 

V( ( 22)，a一 ( 6 2)2)Q(a一 ( a 2)l，d ( 6 2)i)一 T(( 一 ( 1))1，( 一 (g1))1)· 

P( 一 (口12)，( I9 (g1))2)V(( 一 ( 1))2， 一 (612))·Q(a一 (n11)， 

a一 (611))( a一 (口2) a (62) h2g2)． (3) 

在(1)式中令a—b—c一1c，有T(hg，卢(z))一T(卢( )，z )T(J9(g)，zz)；在(2)式中令a⋯b C lc， 

有 T( ( )，g1)一T(h ， (z))T(h ，卢(g))；在(3)式中令 a—b一1c，并用 ￡̈ 工作用在两端，有 g h T(hz， 

g2)一 T(h1，g1) 2g2；由引理 1(1)知(H，T)是一个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 

在(1)式中令C一1c，h—g一1 ，有(P2)成立；在(2)式中令 b—C一 1c，h一1 ，有(P3)成立；由引理 

1(2)知(C，H，P)是一个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 

在 (1)式中令 a—b一 1c，z一 1H，有(V2)成立 ；在(2)式中令 a一1c，g：z一 1H，有(V3)成立 ；由引理 

1(3)知(H，C， )是一个斜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 

在 (1)式 中令 h— g— z一 1 ，有(Q2)成立；在(2)式中令 h—g— z一 1 ，有(Q3)成立 ；在(3)式中令 

h—g一1 ，并用 e作用在两端，有(Q4)成立；由引理1(4)知(C，Q)是一个弱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 

在(3)式中令 b一1 ，h一1H，并用 I o￡和￡ 作用在两端，有(a)与(b)成立；令 a一1c，g一1 ，并 

用 e和e o 作用在两端，有(c)与(d)成立；令 h—g===1H，并用 e 作用在两端，有(e)成立；在(1) 

式中令 b一1c，h—z一1H，有(f)成立；令 b—C一1c，h===1H，有(g)成立；在(2)式中令 b一1c，h—z一1H， 

有(h)成立；令 n—b：==1c，l一 1H，有(i)成立． 

命题 2 设(C H，△c H，Er H，a 卢)是一个 Hom一 smash余积 Hopf代数，对任意 a，b∈C， 

h，g∈H，若以下条件满足： 

(1)(H，T)是一个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 

(2)(C，H，P)是一个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 

(3)(H，C， )是一个斜对偶相容 Horn—I~Iopf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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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Q)是一个弱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 

(5)T，P，V，Q满足命题 1中的(a)一(i)条件．则( H，a ， )是一个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 

其中口(a(口)o ( )，a(6) (g))一 T(h1，g1)P(a2，g2) ( 2，b2)Q(a1，b1)． 

证明 这里a，b，C∈C，h，g，z∈H，cu===西一r一0，由定义(a1)，(P1)，(V1)，(Q1)易知 满足条件(D1)， 

下面验证 满足条件(d2)： 

((口 )̂(6 g)，a(c) (z))一a(ab o hg，a(c) 卢(z))一 T( ( 1g1)，z1)P(a (口2b2)，z2)· 

( (h2g2)，C2)Q(a1(n1b1)，c1)一 T(h1， (z11))T(g1，p- (Z1z))P(a2，g- (z21))· 

P(b2， 一 (z22)) (g2，a一 (f21))V(̂2， 一 (c22))Q(d一 (n1b1)，c1)一 T(hl， (z11))· 

T(g1， (z122))P(a2，p- (z121))P(b2，Z2)P(a一 (口12)，( 1H)1)P(a一 (612)，( 1H)2)· 

Q(a一 (n11b11)，a一 (cl1))V(g2， a一。(c12)) ( 2，C2)一 T(h1， 一 (Z11))T(gl， ～ (Z122))· 

P(a2，p- (Z121))P(b2，l2)P(a一 (612)， 1H)Q(a一 (n11)，a一。(cl11))Q(a一 (611)， 

d一。(c112))P(a一 (口12)，( 1H)( 1H))V(g2，a一 ( ( 口一 (c12)))) ( 2，C2)一 T(h1， 

(z11))T(g1，g-。(Z122))P(a2， (z121))P(b2，z2)P(a一 (612)， 1H)Q(a一 (口11)， 
一  

(cl1))Q( (611)， 一 (( 一 (c12)1)))P(a一 (n12)， ( 1H))V(g2， 

a一 ( ( 一 ( d一 (c12))2)) ( 2，C2)===T(h1，p- (( Z1)1))T(g1， 一 (z2 ))· 

P(a2， 一 (( Z1)2))P(b2，p- (Z22))Q(。1， 一 (c11)) (g2，a一。( 口(c2))2)Q(61， 

a一。( 口(c2)) )V(h2，a一 (c2 ))一 (a(n) 卢(̂)，C 一 (z )) (d(6) (g)，a一 ( c z) zz)． 

同理可验证 满足条件( 3)．下面验证 满足条件( 4)： 

(6 o g)1(口 )1 ((口 )̂2，(6 o g)2)一 (61a1 o (g1) ( 1) (a ( 口2)o h2， 

O／ ( 6 z)o gz)一 (6ln1 (g1) 1( 1)T( ( 。 )， (g： ))P(a ( n 2)2， 

(g22)) ( ( 22)，口一。( 6 2)2)Q(d ( n 2)1，a一。( 6 2)1)一 (6l口l 

(( g1 ( 1H))( ( 1H) h )))T( (九21)， (g2 ))· 

P(a一。( 口22)， 一 (g22)) ( 一 ( 22)， 一 ( 622))Q( 。( (n21))， 

( d( )))一 (6 a (( ( 1一)g )( ( 1H))))T( ( )， 

卢- (g21))P( ( n 22)， (g22))V( ( 22)， ( 6 22))Q(a (n21)，a (621))一 

(6 a1 o (( 1Hh 2 )(g2 卢2( 1H))))T(h1，g1)P( a (口22))， (g22)) ( (̂22)， 

a一。( 6 22))Q(a一 ( 21)， 一 (621))==( a一。(口221) a一。(621)) 一 ( 22g22))· 

T(h1，g1)P(a一。(口222)， (g21)) ( ( 21)， 一 (6222))Q(口l，b1)V( ( 1H)，a一 (6221))· 

P(a一 (n21)，卢( 1H))一 (口一 ( ( a一。(n222))) 口一。(621)) 卢_ ( 22)g2)T(h1， 

。(gⅢ ))T(。1H， (gⅢ ))P(d (口 )， (g ))V( ( ) ( 1 )， 

一  

(622))Q(口l，b1)P( 一 (口21)， ( 1H))== ( 一 ( 一 (n22)) 一 ( 一 (622)) 

h2g2)T( 。(矗 1) ( 1H) ， ( 1H) (g11))P( (口212)， (g12))·V 

(g-。( 12) 一。( 1H)2，a一 (621))Q(口1，b1)P(a一 (口211)， ( 1H))一 (a一 ( a一 (口22))· 

a ( 口 (622)) h2g2)T( (̂ l1) 。( 1H)l， ( 1H)1 。(g11))· 

P(a一 (口21)， 。( 1H)2 (g12)) ( ( 12) ( 1H)2，a一 (621))Q(n1，b1)一 (口1 o 

( 1)，b1 (g1))(d ( 口2)d ( 6 2) h2g2)一 ((n )1，(6 g)1)(口 )2(6 g)2， 

故 满足条件( 4)，因此( H，a ， )是一个余拟三角 Hom—Hopf代数． 

于是得到本节的主要结论 ： 

定理 2 设( H，Ac
． 

H ，￡r
． 

H，a o卢)是一个 Horn一 smash余积 Hopf代数，对任意 a，b∈ C， 

h，g∈H，( H，口o ， )是一个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当且仅当以下条件成立： 

(1)(H，T)是一个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 

(2)(C，H，P)是一个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 

(3)(H，C， )是一个斜对偶相容 Hom-Hopf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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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Q)是一个弱余拟三角 Horn—Hopf代数； 

(5)T，P，V，Q满足命题 1中的(a)一 (i)条件 ； 

其中 (a(口) 卢( )，a(6) fl(g))一 T(hl，g )P(a2，gz)V(h2，bz)Q(al，b1)． 

特别的，若 C，H是 Hopf代数，可得文献Eli中的定理． 

推论1Ⅲ 设( H，Ac阁H，￡c H)是 smash余积Hopf代数，对 V a，b∈C，h，g∈H，( H， 

)是一个余拟三角Hopf代数当且仅当以下条件成立：(H，T)是一个余拟三角 Hopf代数，(C，H，P)是一个 

对偶相容 P—Hopf代数，(H，C，V)是一个斜对偶相容 V—Hopf代数，(C，Q)是一个(P，V，cu)一弱余拟三角 

Hopf代数，并且对 T，P，V，Q满足以下条件： 

(a)a1P(a2，g)一 T( 1H，g1)P(al，g2) 口2， 

(b)g2P(a，g1)===g 1HP( 口，gz)， 

(c)alV(g，a2)一 T(gl， 1H)V(g2，a1) n 2， 

(d) 1Hg1V(g2， a)一 V(g1，n)g2， 

(e) 1H 1HQ( n， b)一 Q(n，6)1H， 

(f)V(g，b2)Q(n，b1)一 P(a2， 1g)Q(al，b1)V(g， b 2)， 

(g)T(g，h1)P(a，h2)一 T(g，h2)P(a，h1)， - 

(h)P(a2，g)Q(a1，6)一 V( lx，b2)Q(口1，b1)P( a 2，g)， 

(i)T(h1，g)V(h2，n)一 T(h2，g)V(h1，n)， 

其中z(a h，b g)一T(h1，g1)P(az，g2)V(̂2，b2)Q(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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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 of COquasitriangular Hom’Hopf Algebras 

DONG Lihong，XUE Shuan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g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let C and H be two Hom—Hopf algebras，and c￡J：C H — H C a linear map．We first introduce 

some basic definitions about Hom一∞一smash coproduct Hom-Hopf algebra( H ，a ；then we discuss the coquasitriangu— 

lar structures for Hom—arsmash coproduct Hopf algebras，and obtain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it to be coquasi— 

triangular Hom—Hopf algebras． 

Keywords：Hom—Hopf algebra coquasitriangu1ar structures；Hom-∞一smash coprodu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