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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探究鄱阳湖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的渔汛特征和渔获物现状，为有效地保护其种群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鄱阳湖设置３个调查点，对刀鲚进行逐月采样调查，共取样９８６尾、４１．５４ｋｇ，随机抽样调查不同
捕捞网具的整船次鄱阳湖刀鲚渔获物数据，测量体长、体重等生物学参数。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刀鲚单船日渔
获重量ＷＢ与水文因子关系。结果表明，鄱阳湖刀鲚体长范围为１７．９～３８．１ｃｍ，其中２１．２～２３．６ｃｍ是优势体长
组，占总个体数的３７．０２％；体重范围为１４．３～１９８．２ｇ，其中２５～４０ｇ是优势体重组，占总个体数的５７．２０％。鄱
阳湖刀鲚体长Ｌ（ｃｍ）和体重Ｗ（ｇ）幂函数方程为：Ｗ＝０．００１９Ｌ３．１３７８（Ｒ２＝０．８９９７；ｎ＝９８６；Ｐ＜０．０１）。湖口水域刀
鲚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的５－６月，高峰期在６月，７月很少见；单船渔获数量ＮＢ为（３．２±４．１）尾／ｄ，单船渔
获重量ＷＢ为（０．１２±０．１１）ｋｇ／ｄ。湖口水域刀鲚单船渔获重量 ＷＢ与该水域水位、流量均呈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５），ＷＢ与水位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与历史资料相比，鄱阳湖刀鲚渔获规格以小个体居多；渔汛稍有推
迟，持续时间大幅度缩短；种群规模急剧缩小，表明刀鲚资源正在严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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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即长颌鲚，俗称长江刀鱼、
毛花鱼、野毛鱼、梅鲚等，隶属于鲱形目（Ｃｌｕ
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鲚属（Ｃｏｉｌｉａ），是长
江中下游及其附属水体中具有较高经济、生态价值

的洄游性鱼类（张世义，２００１）。刀鲚繁殖群体在每
年春夏季聚集长江入海口，成群溯河进入长江中下

游江河湖泊进行生殖洄游，最远甚至可上溯到洞庭

湖一带（长江水产研究所资源捕捞研究室和南京大

学生物系鱼类研究组，１９７７）。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泊，为长江仅存的

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在刀鲚的栖息、繁殖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朱栋良，１９９２；张堂林和李钟杰，
２００７）。在春夏涨水季节，刀鲚经过湖口进入鄱阳
湖，寻找适合的场所繁殖产卵。随着日益严重的江

湖阻隔、生境恶化和过度捕捞等因素多重胁迫，刀鲚

繁殖群体数量已急剧下降，鄱阳湖已很少见大规模

的刀鲚渔汛（张敏莹等，２００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来，刀鲚的种群结构、繁殖生物学、资源动态等方面

均有研究报道（张敏莹等，２００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郭
弘艺和唐文乔，２００６；黎雨轩，２００９；王丹婷等，２０１２；
杜富宽等，２０１４）；但关于鄱阳湖刀鲚渔汛特征及渔
获物现状分析鲜见报道。本研究在鄱阳湖设置多个

采样调查点，分析鄱阳湖刀鲚种群现状及影响因子，

旨在掌握在栖息地逐步丧失，水文、气候条件变化加

剧的背景下，鄱阳湖刀鲚的渔汛特征和渔获物现状，

探究影响其种群变动的关键因子，进而深入了解人

类活动对“三场一通道”功能的影响，同时也为刀鲚

种群资源实施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野外采样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鄱阳湖湖口、都

昌、余干３个水域进行了实地渔业资源调查（图１）。
随机抽样测量定置网（网目１ｃｍ）、刺网（最小网目
１ｃｍ）、拖网（网目１．５ｃｍ）采集的鄱阳湖刀鲚样本
（表１）。力求采样对象为整船次或者整网次的渔获
数据，对每天获得的刀鲚个体测量后进行分装，并做

好标记，保存于１０％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本次调查
共测量了刀鲚９８６尾、４１．５４ｋｇ，对其进行体长和体
重测定，精确到１ｍｍ和０．１ｇ。



图１　调查水域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表１　鄱阳湖刀鲚渔业资源调查概况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Ｃ．ｅｃｔｅｎｅ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采样水域 网具类型 地理位置 月均频次

湖口 定置网 １１６．１８７°Ｅ／２９．７１５°Ｎ １
都昌 刺网 １１６．２６９°Ｅ／２９．２０２°Ｎ １
余干 拖网 １１６．３４９°Ｅ／２８．９３０°Ｎ １

１．２　分析方法
参考已发表的文献，本研究体长组距划分按

Ｓｎｅｄｅｃｏｒ及 Ｓｔｕｒｇｅｓ公式（王生等，２０１２）计算：组距
＝Ｒａｎｇｅ／（Ｒａｎｇｅ／ＳＤ×４），组距 ＝Ｒａｎｇｅ／（１＋３．３２２
×ｌｇＮ）；其中，Ｒａｎｇｅ表示体长全距，即最大体长与
最小体长的差值，ＳＤ表示体长的标准差，Ｎ表示尾
数。

体长Ｌ（ｃｍ）与体重 Ｗ（ｇ）关系（殷名称，１９９５）
描述：Ｗ＝ａＬｂ，式中 ａ和 ｂ为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的
常数和指数，其中ｂ值可反映鱼体的生长特征。

单位捕捞努力量的渔获数量 ＮＢ和重量 ＷＢ采
用以下公式：

ＮＢ＝
１
ｎ ×∑

ｎ

ｉ＝１
Ｎｉ

ＷＢ＝
１
ｎ ×∑

ｎ

ｉ＝１
Ｗｉ

式中：Ｎｉ和 Ｗｉ分别为第 ｉ艘船的日渔获数量
（尾／ｄ）和渔获重量（ｋｇ／ｄ）；ｎ为作业船数（邓景耀
和叶昌臣，２００１）。

采样期间，每天登录长江水文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ｊｈ．ｃｏｍ．ｃｎ），记录湖口、九江的水位和流量数据；采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刀鲚种群单船日渔获重量 ＷＢ
与水文因子间的相关性；采用 ＡＮＯＶＡ方差分析数
据捕捞月际差异。

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数
据处理、分析及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体长与体重
根据所采样本的体长范围，代入 Ｓｎｅｄｅｃｏｒ及

Ｓｔｕｒｇｅｓ公式计算，其中Ｒａｎｇｅ＝２０．２ｃｍ，ＳＤ＝３，ｎ＝
９８６，得到组距分别为０．８５ｃｍ、０．７５ｃｍ，取其平均
数，故划分组距为０．８ｃｍ（表２）。调查发现，鄱阳湖
刀鲚体长范围为 １７９～３８１ｃｍ，平均体长为
（２３８８±３．００）ｃｍ；其中２１．２～２３．６ｃｍ是优势体
长组，占总个体数的３７．０２％。体重范围为１４３～
１９８２ｇ，平均体重为（４２．０６±１９．９５）ｇ，其中２５～
４０ｇ是优势体重组，占总个体数的５７．２０％。

表２　鄱阳湖刀鲚的体长与体重分布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ｃｔｅｎｅｓ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体长／ｃｍ 尾数 占比／％ 体重／ｇ 尾数 占比／％

＜１８．０ １ ０．１０ ＜２５ １２７ １２．８８
１８．０～１８．８ ４ ０．４１ ２５～３０ １６２ １６．４３
１８．８～１９．６ ２３ ２．３３ ３０～３５ １５２ １５．４２
１９．６～２０．４ ５４ ５．４８ ３５～４０ １２３ １２．４７
２０．４～２１．２ ８９ ９．０３ ４０～４５ ９８ ９．９４
２１．２～２２．０ １１４ １１．５６ ４５～５０ ８１ ８．２２
２２．０～２２．８ １２４ １２．５８ ５０～５５ ６２ ６．２９
２２．８～２３．６ １２７ １２．８８ ５５～６０ ３８ ３．８５
２３．６～２４．４ ８５ ８．６２ ６０～６５ ３９ ３．９６
２４．４～２５．２ ６３ ６．３９ ６５～７０ ２６ ２．６４
２５．２～２６．０ ６７ ６．８０ ７０～７５ １５ １．５２
２６．０～２６．８ ６５ ６．５９ ７５～８０ １２ １．２２
２６．８～２７．６ ４５ ４．５６ ８０～８５ １４ １．４２
２７．６～２８．４ ４２ ４．２６ ８５～９０ ７ ０．７１
２８．４～２９．２ ２５ ２．５４ ９０～９５ ８ ０．８１
２９．２～３０．０ ２１ ２．１３ ９５～１００ ５ ０．５１
３０．０～３０．８ １１ １．１２ １０５～１１０ ７ ０．７１
３０．８～３１．６ １２ １．２２ １１０～１１５ ３ ０．３０
３１．６～３２．４ ８ ０．８１ １１５～１２０ １ ０．１０
≥３２．４ ６ ０．６１ ≥１２０ ６ ０．６１

　　测量统计所采的鄱阳湖刀鲚体长 Ｌ（ｃｍ）、体重
Ｗ（ｇ），将其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幂函数关系式的
相关程度最高（图２），其关系式为：Ｗ＝０．００１９Ｌ３．１３７８

（Ｒ２＝０．８９９７；ｎ＝９８６），经检验（Ｆ＝８８４２．３６），回归
极显著（Ｐ＜０．０１）。可以看出，刀鲚体长与体重的
关系式中 ｂ＝３．１３７８，接近３，表明刀鲚体重与体长
的立方基本呈正比关系，其生长属于匀速生长类型

（殷名称，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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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鄱阳湖刀鲚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Ｃ．ｅｃｔｅｎｅ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２．２　单位捕捞努力量
统计使用定置网、刺网、拖网捕捞刀鲚的年作业

时间分别为３８、４、６ｄ，计算出湖口水域（定置网）单
船渔获数量 ＮＢ分别为（３．２±４．１）尾／ｄ，变幅为
０５～１３尾／ｄ，单船渔获重量 ＷＢ 为 （０１２±
０１１）ｋｇ／ｄ，变幅为０．０２～０．５３ｋｇ／ｄ；都昌（刺网）
单船渔获数量 ＮＢ分别为（１８．９±１４．７）尾／ｄ，变幅
为１１．６～２０．８尾／ｄ，单船渔获重量 ＷＢ 分别为
（０６１±０．３５）ｋｇ／ｄ，变幅为０．３３～０．９７ｋｇ／ｄ；余干
水域（拖网）单船渔获数量 ＮＢ为（８．４±６．９）尾／ｄ，
变幅为 ０．５～１５尾／ｄ，单船渔获重量 ＷＢ分别为
（０３８±０．３１）ｋｇ／ｄ，变幅为０．０２～０．８９ｋｇ／ｄ。

以湖口水域月际间所捕获的刀鲚单船渔获量为

例，４月的ＮＢ和ＷＢ较低，仅为（１．１±０．５８）尾／ｄ和
（０．０５±０．０３）ｋｇ／ｄ；５月为（３．４±４．５９）尾／ｄ和
（０．１２±０．１８）ｋｇ／ｄ；６月增至最大，为（３５±
３．１７）尾／ｄ和（０．１３±０．１２）ｋｇ／ｄ；７月降为最低，仅
为（０．３±０．４１）尾／ｄ和（０．０２±０．０４）ｋｇ／ｄ（表３）。

表３　湖口水域刀鲚单船渔获数量和渔获重量
Ｔａｂ．３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ｎｕｍｂｅｒ（ＮＢ）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ＷＢ）ｏｆ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Ｃ．ｅｃｔｅｎｅｓｂｙ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
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ｆｏｒｅａｃｈ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ｏｎｔｈ

月

份

单船渔获数量／

尾·ｄ－１
变幅／

尾·ｄ－１
单船渔获

重量／ｋｇ·ｄ－１
变幅／

尾·ｄ－１

４ １．１±０．５８ ０．４１～１．５２ ０．０５±０．０３ ０．０２～０．０７
５ ３．４±４．５９ ０．５０～１２．５４ ０．１２±０．１８ ０．０４～０．３９
６ ３．５±３．１７ ０．５０～１３．００ ０．１３±０．１２ ０．０２～０．５１
７ ０．３±０．４１ ０．００～０．６１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３

２．３　渔汛分析
图３为湖口水域所采集刀鲚出现时间统计。结

果显示，在湖口水域出现刀鲚时间最早是在４月１６
日，主要集中在５－６月，高峰期在６月，７月很少见
（最后采到刀鲚繁殖群体时间７月２日）；全年其他
月份基本很难捕到刀鲚。

图３　湖口水域刀鲚入湖时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ｅｃｔｅｎ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ｍｏｎｔｈ

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ｅｓｔｕａｒｙ

２．４　渔汛与水文关系
通过对鄱阳湖湖口刀鲚出现高峰期时的单船日

渔获重量 ＷＢ与水文因子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刀鲚种群ＷＢ与水位、流量均呈显著正相
关（Ｐ＜０．０５）。相关系数比较表明，ＷＢ与湖口水位
的相关性更为显著（表４）。

表４　湖口刀鲚单船日均渔获重量与水文
因子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Ｔａｂ．４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ＢｏｆＣ．ｅｃｔｅｎｅｓ
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ｅｓｔｕａｒｙ

水文因子 湖口水位 湖口流量 九江水位 九江流量

单船日均渔获重量 ０．５９４ ０．４８９ ０．５７２ ０．４９０

　　注：表示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ｈｏｗＰ＜０．０５．

根据记录的湖口水位和流量数据，拟出２０１４年
湖口水位、流量的日变化情况（图４）。在湖口刀鲚
出现高峰期的６月，从２０１５年湖口水域刀鲚 ＷＢ与
该水域日水位间的对应关系可见（图５），湖口水域
水位变幅为１４．６４～１６．４５ｍ。在湖口刀鲚出现高
峰初期，ＷＢ维持在高水平，受水位影响十分明显；中
期随着水位值降低，ＷＢ处在低水平；至高峰末期，随
着水位值的攀升，ＷＢ也明显的大幅增加。

图４　２０１４年湖口水位及流量的日变化
Ｆｉｇ．４　Ｄｉｕ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ｒｕｎｏｆｆ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ｏｆ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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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５年湖口刀鲚单船日均渔获重量与水位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ＷＢｏｆ

Ｃ．ｅｃｔｅｎｅ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ｅｓｔｕａｒｙ

３　讨论

３．１　鄱阳湖刀鲚的种群特征
渔获规格是生物学最小型的直接表现，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源状况。当渔获规格降低到较

低水平时，即警示将对资源造成损害（Ｗｅｌｃｏｍｍｅ，
１９９９）。本研究中，鄱阳湖刀鲚种群特征与长江流
域相比（表５），其平均体长、平均体重分别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的１８．１９％、５５．４１％，分别是２０１２年的
７．１５％、３９．５６％；优势体长组、优势体重组范围也
大幅度缩小。

研究表明，刀鲚是一种长距离洄游性鱼类，在其

洄游路线上，较大的刀鲚个体会率先被捕捞，而能上

溯到鄱阳湖的刀鲚群体渔获规格以小个体居多。目

前，刀鲚资源已过度开发，过度捕捞会使鱼类的繁殖

群体急剧减少，是导致渔业资源受损的主要原因，同

时也会加速鱼类个体趋向小型化（张敏莹等，２００５；
刘凯等，２０１２；董文霞等，２０１４）。
３．２　鄱阳湖刀鲚渔汛与环境关系

据文献记载，鄱阳湖刀鲚渔汛最初出现时间在

４月初，持续时间为４个月左右（袁传宓，１９８７）。本
研究中，鄱阳湖刀鲚最初出现时间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相比，稍有推迟；出现持续时间也大幅度缩短，由

４个月左右缩短至目前２个月左右。由于本次调查
结果受网具、水域等因素限制，且鄱阳湖区域面积很

大，生境差异明显，要全面系统揭示鄱阳湖刀鲚渔汛

特征，仍需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表５　不同时期刀鲚种群的体长和体重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ｆｏｒＣ．ｅｃｔｅｎｅｓ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采样

水域

年

份

采样数／

尾

ｂ

值

体长范围／

ｃｍ

平均体长／

ｃｍ

优势体长／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平均体重／

ｇ

优势体重组／

ｇ
长江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１５００ ２．９０６９ ２４．０～３６．０ ２９．１９ ２４．０～３０．０ ９４．３～４６．６ ９４．３３ ５０．０～１１０．０
长江 ２０１２ ４５８ ３．０８６６ １４．２～３８．８ ２５．７２±４．０８ ２０．０～３２．０ ９．２～２０８．４ ６９．５９±３３．７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
鄱阳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９８６ ３．１３７８ １７．９～３８．１ ２３．８８±３．００ ２１．２～２３．６ １４．３～１９８．２ ４２．０６±１９．９５ ２５．０～４０．０

　　注：表中数据为历史调查数据／本次调查结果（张敏莹等，２００５；董文霞等，２０１４）。

Ｎｏ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ｈｉｓ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刀鲚群体的洄游特征与水文因子变化密切相关
（刘凯等，２０１２）。湖口是鄱阳湖唯一的入江通道，
是长江刀鲚群体进入鄱阳湖的必经之路；湖口水域

因地理位置特殊，造就了复杂多变的水环境。研究

显示，湖口水位受鄱阳湖与长江的双重影响，５－６
月为湖口水位上升期，且还会出现长江洪水倒灌鄱

阳湖现象，使得此阶段湖口的流量偏小（图５）。鄱
阳湖湖口水域刀鲚种群渔获重量与湖口水位呈显著

正相关（Ｐ＜０．０５），这样长江刀鲚群体能减少溯河
生殖洄游的能量消耗（Ｇａｓｃｕ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４），有利于
进入鄱阳湖繁殖，这可能也是刀鲚洄游对环境适应

的一种表现。

３．３　鄱阳湖刀鲚资源现状
正确评估鱼类资源量对渔业生产具有实际意

义，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ｃａｔｃｈｐｅｒｕｎｉｔｅｆｆｏｒｔ）作
为资源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能够反映鱼类资源的丰

度变化（邓景耀和叶昌臣，２００１）。研究显示，鄱阳

湖刀鲚群体捕捞量是极低的，其中单船渔获数量

（ＮＢ）和 重 量 （ＷＢ）最 高 值 也 仅 为 （１８９±
１４．７）尾／ｄ和（０．６１±０．３５）ｋｇ／ｄ；与近年来报道刀
鲚资源现状及变动趋势一致，其群体资源正在严重

衰退（张敏莹等，２００５；黎雨轩，２００９；郑飞等，２０１２；
董文霞等，２０１４）。本次调查因客观原因导致部分
调查时段不足、调查点不够全面，可能影响与历史资

料的比较。历史上，刀鲚上溯洄游时最远可至洞庭

湖一带，现在鄱阳湖渔汛却很难见到（朱栋良，

１９９２；张敏莹等，２００５）。究其原因，可能主要与以下
几方面有关：

（１）过度捕捞。刀鲚在生态类型上明显偏向于
ｋ选择，由此导致其群体资源量在高强度的捕捞压
力下会急剧下降，且很难恢复（叶富良和陈刚，

１９９８；张敏莹等，２００５）；在刀鲚洄游期间，大量繁殖
群体被捕捞，导致其种群的补充群体严重得不到补

充，致使刀鲚资源急剧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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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涉水工程。刀鲚洄游对水文环境有特殊的
要求，近年来，长江流域大量涉水工程建设引起水文

环境的改变，对刀鲚繁殖可能是致命的（袁传宓，

１９８７）。据报道，诸多涉水工程已经严重阻碍了鱼
类的洄游繁殖，致使很多产卵场已经不复存在（程

起群和李思发，２００４）；鄱阳湖过度采沙，湖区枯水
位频繁发生，致使枯水期季节提前和延长（胡茂林

等，２０１０；王生等，２０１６），也会对刀鲚繁殖产生严重
影响。

（３）环境污染。因工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乱排
乱放，造成的水体环境污染，也不利于刀鲚产卵及洄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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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６９
（４）：１１２０－１１３５．

（责任编辑　万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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