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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江淮流域持久性旱涝现象的环流特征
*

陶静言 徐 椒英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提 要

本文根据 1 9 54
、
1 95 9

、
1% 1 等三年 7 月江淮流域持久性严重早涝的天气现象

,

分

析中障度和副热带地区环流的特征
.

分析指出
,

在江淮流域持久性千早时期
,

在中裤度 50 0 毫巴的高度锡表现有一定

的流型
.

高度距平的分布也有一定的型式
.

在副热带地区流型也有一定的特点
.

不

希在中牌度和副热带地区流型的稳定度均甚大
.

在江淮流域大水时期
,

表现在然年大气环流上季节变化推迟一个月
,

而且在大水

特搜期简
,

环流型式的稳定度也很显著
.

最后
,

用商单的两层模式
,

舒算了 1 9 5 4 和 1 9 5 9 年 7 月北半球加热锡的分布
,

并

将舒算桔果和多年平均情形此较
,
发现两者的偏差甚大

.

例如 1 9 , ”年 7 月加热锡的

夯布和平均情况完全相反
,

在 1 9 5 4 年 7 月加热坍的分布却和多年平均的 6 月份情况

相近
.

加热踢的分布和教两月稳定的长波型式很相配合
.

一
、

引 言

夏季( 5一 8 月 )是江淮流域降水量最多的时期
,

也是主要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
.

如

果在这个时期 出现了持久性的旱涝现象
,

这对农业生产会有严重的影响
.

例如
,

工9 5 4 年
7 月的大水和 1 9 , 9 年 7一 8 月严重的早炎

,

都影响了散两年农业的歉收
.

造成持久性早

涝现象的原因
,

从气象学的条件来看
,

一

这是由于大气环流出现了反常的现象
.

在夏季江淮

流域出现严重的旱涝现象期简
,

高空的环流(长波系就)表现有一定的型式
,

并且有着显著

的稳定性
.

这就是靓在某一地区上空持擅出现着某一种长波系扰
,

而在另一地区上空却

持擅出现着另一种长波系扰
.

这种长波的配置
,

从一天到另一天
,

或者从这星期到另一星

期
,

变化甚小
.

郎使有时候原有的长波发生暂时的破坏
,

但在短时简以后
,

仍恢复原来的
J

清况
.

在这种情况下
,

地面的锋带和气旋的路径以及主要的降水带便表现有集中和稳定

的趋势
.

因此
,

夏季持久性的旱涝现象
,

不过是某种稳定的高空环流形势的反应
.

要想做

好这类炎害性天气的预报
,

首先应敲对与这类天气现象相关联的大气环流特征
,

作比较全

面的孰融
.

关于江淮流域持久性的旱涝现象
,

过去曾握有不少研究
.

例如
,

涂长望和牛天任 【‘1曾

握用北半球地面平均天气图上的材料对 1 9 3 1 年 7 月长江流域的大水和 1 9 3 4 年 7 月华中

的大旱作过分析
.

吕炯和宛敏渭 [z] 曾握分析了长江流域夏季洪水时期和干旱时期地面月

平均气压锡的特点
.

陈汉耀 [3] 曾对 1 9 5 4 年 ‘, 7 月长江流域的大水作过分析
.

由于青料

条件的限制
,

上述这些工作
,

并未充分揭发在大水和大旱时期的环流特征
.

令

本文 19 6 1 年 1 0 月 1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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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
,

想从 5 00 毫巴环流反常的特征来分析夏季江淮流域持久性的旱涝现象
,

尤其着重分析在旱涝持疲的期简中稗度和副热带流型的稳定性特征
.

二
、

江淮流域的持久性干早现象

1 9 5 9 年 7 月和 1 9 6 1 年 6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
,

长江流域出现了显著的千早现象
.

图

1a 和 1b 是 1 9 5 9 和 1 9 6 1 年 7 月全月降水总量的距平百分率图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在
’

1 9 , 9

年 7 月长江流域的旱象最是严重
, 1 9 6 1 年 7 月的旱象也很显著

.

我们选取敏两月作为代

表
,

分析在旱象持擅期简
,

大气环流的特征
.

图 2 是 1 9 5 9 年 7 月 500 毫巴平均等高拔图
,

图 3 具叮代表 196 1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1 , 日共 31 天的 50 。毫巴等高梭图
.

我们所以取这

个时段
,

这是 因为在 1 9 6 1 年长江流域最严重的干旱现象出现在 6 月中到 7 月中旬这个时

段内
.

可以看出
,

在这两个时期
,

长江流域均为副热带高气压系扰所盘踞
.

但两者稍有差

异
,

前者属西太平洋副热带高气压向西伸入大陆
,

而后者则在大陆上出现孤立的副热带高

压中心
.

至于中樟度的流型
,

两者也甚类似
,

尤其在高度距平的等值修分布上非常相似
.

假

争资

图 2 1 9 59 年 7 月 5 00 毫巴平均图 (实耪为等高挑
,

虚筱为偏距释
,

粗实麟为偏距零拔
,

单位为位势什来 )

图 3 誉9 6 1 年 6 月 16一7 月 1 , 日 5 0 0 毫巴图 (歌明同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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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先着眼子亚加及其邻近海洋上敲两月 50 。毫巴面上偏距的特征
,

在副热带的 范 围

内
,

出现正偏距区域
,

迭表示副热带高气压的活动比往年更是活跃
、
而在北掉 朽

“

以北出

现东西 向的负偏距区域
,

这种样子的正食高度偏距区域的分布
,

一50
“

出现比往年更弦烈的西风风速
.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图 4

表示在敲两月北释 40
。

的地斡风西风分速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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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西风风速随樟度变化的分布图

区域和高空暖高压脊活动的频繁是相联系的 ;

均廓梭图看出
.

例如
, 1 9 59 年 7 月东 握

60
“

一1 5 0 “

握度范围内
,

最弦的平均地卿风

西风分速出现在北樟 4 0 “一4 50 之简
,

其位

置和多年平均的位置相近
,

但风速的数值

则超出多年平均值甚多
.

1 9 6 1 年 的情 况

和 1 9 5 9 年 7 月相类似
.

由于在亚洲大陆

北樟 呼。“一50
“

樟度上空盛行弦西风环流
,

而握向环流则比较弱
,

所以西风气流中的

气旋性扰动以及相联的冷空气活动
,

一般

不容易影 响到北樟 40
“

以南的副 热带地

区
.

骸两月高度距平的型式也反应了长波

型式的特点
.

例如在往年 7 月东握 1 3 。“

一 14 0 “ 上空最常出现高空高压脊
,

而在敲

两月却是低压槽的位置
.

此外
,

在北释7 0 “

以北是片广大的正偏距区域、这个汪偏距

由于在亚洲的北冰洋沿岸暖高压脊活动甚

为频繁
,

这使得北半球的冷极偏居于西半球
,

因而在亚洲上空来 自北极的冷空气活动相应

比西半球要不活跃些
.

这种环流的特征可能和买江流域的大旱现象有关联的
.

环流型式的稳定性
,

是孩两月环流的重要小别涟之一 5 00 毫 巴月平均等高筱图 ( 图 2
,

3 )上的型式大致也代表了敲两月每五天平均图上流型的特征
.

我们曾握选择月平均 图上

j‘亡‘

图 ,
1 95 ; 一61 年 7

,
8 月干旱时期 36 个候的 5 00 毫巴平均菌(敲明同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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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

主要槽脊校的握拔上
,

观察每天 卯。毫巴天气图上在这些握筱上出现和月平均图上的槽

脊梭符号相反的 日数
.

如果反号的 日数愈小
,

刻表示敲月的环流最稳定
,

拮果发现在苏联
巴尔喀什湖和 日本北海道附近

,

符号相反的 日数均小于五天
,

这靓明在这两个地区月卒均

图上的长波槽位置是最稳定
.

这两个稳定的系抗可以看成是大气中的
“
锚槽

” .

由于
“

描

槽
”的位置稳定少变

,

这使得在东亚上空雄持一个平浅的高压脊
,

副热带高压使稳定在这

个高压脊的南面
.

由于在巴尔喀什湖的握梭上有稳定的低压槽推持
,

槽前的暖平流创以
扩展到西伯利亚中部

,

这阻碍了北方的冷气团大量侵入北释 4 。“ 以南的地区
.

并且在笋
古人民共和 国和我国东北境内

,

正好是两股不同来源的气流相汇合的地区
,

故在北牌 钧
。

一50
“

范 围内形成孩西风环流
,

这就使高空的引导气流是掉向的
.

因而使得中高掉度的

一次次冷鉴气活动不容易影 响到长江流域
.

上述 1 9 5 9 年和 1 9 6 1 年 7 月的 50 。毫巴长波型式和高度偏距的分布
,

是不是对江淮
,

l

流域的持久性千旱现象有代表性呢 ? 为此
,

我们从 1 9 5 4 年到 1 9 6 1 年共 8 年的 7
: , 8 月中

,

选择在 50 0 毫巴候 (五天 )平均图上在巴尔喀什湖的握度以东有低压槽出现同时有高度负

偏距区中心出现
,

而在江淮流域则出现干旱现象的36 个候
,

作出其平均等高梭图和高度的

距平图(图 5 )
.

可以看出
,

在图 5 上不萧等高梭的型式和偏距的型式
,

均和 图 3 , 4 上的情

况一致
.

这砚明上述 50 0 毫巴面上环流的特征
,

对江淮流域的干旱现象是有代表性的
。

在 1 9 5 9 年
、 1 9 6 1 年 7 月江淮流域严重的干旱期简

,
】

北半球副热带 (北樟 2 5 “一4 5
“

)

的流型也反应了一定的型式和很大的稳定性
.

图 6 a

和 6 b 代表在教两月北稗 2 5 。一朽
。

樟度带内
,

每天槽脊的分布图(自p H ov m 6 uer 图解 )
.

图上的数值代表各个握拔上每天北

释 2 , q一朽
“

的平均高度
.

为了节省篇幅
,

我们只切取东半球的范围
.

从图上可以看出以

下几点有意思的事实
.

第一
,

在长江流域梅雨期拮束以前
,

在 25
”

一45
“

的副热带范 围内

都是一些移动性的低槽和高脊系就
.

例如
,

在 1 9 5 9 年 7 月 5 日以前和在 1 9 6 1 年 6 月 坏

日以前
,

槽脊的相继移动非常显著
.

但在这两个 日期以后
,

副热带的流型便变成比较稳定

的系就
.

这两个 日期大休上对应于敲两年长江流域梅雨拮束的 日期
.

在梅雨期拮束以后
,

副热带的脊槽系就往往要推持好几天以后
,

才发生一次稠整
,

其中高压脊相当于副热带

高气压的系就
.

第二
,

在长江流域干旱持擅的期简
,

东握 1 1 0 。一工2。
“

的范围内总是为副

热带高气压系枕所盘踞
,

在每天的天气图上
,

这表现在西太平洋的副热带 高压系挑向西伸
.

至中国大陆
,

或者在大陆单独发展出一个副热带高压中心来
.

这类副热带高压系抗的稳

定性甚大
,

虽则有时候在短时简内这类系扰暂时被破坏
,

并且在长江流域出现气旋性的系

杭
,

但其时简甚短促
,

接下去又庆复了原来稳定的副热带高压系就
.

第三
,

根据我们对这
:

两年以及其他年份的分析 [4]
.

在盛夏( 7一8 月)副热带流型的稳定波长平均的为 50 一60

个握度
,

并推萧出在夏季北半球共有 6 个或 7 个分裂的副热带 高压中心
.

夏季副热带的流型怎样会影响江淮流域的干旱现象呢 ? 从气候的平均情况而箭
,

从
:

晚春到盛夏
,

中国大陆上的主要降雨带随着季节逐渐向北推移
.

从 6 月中旬到 7 月 中句
,

主要雨带徘徊在长江流域
,

这时候也正是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
.

在 7 月 中旬以后
,

雨带便

移至黄河流域
.

雨带的北移
,

和亚洲上空的大气环流季节变化有着联系
.

在 7 月中以前

50 0 毫巴上的西风急流位于北樟 35
“ ,

而在 7 月中以后
,

急流位
,

置便移至 北樟 相
“

以北
.

这时候在北樟 斗。。 以南便受到副热带流型的影响
.

上面耕过
,

夏季副热带高压系挑往往

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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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分裂成 6 个或 7 个中心
,

在各个高压中心之简是低槽区域
.

这些低压槽系就不象中樟度

的低槽一样
,

都是很平浅的
.

相反高压系就却反应很显著
,

一般都有阴合的高压中心
.

这

些高低系抗祖成了副热带的波系
.

对于东亚大陆影响最大的副热带高压系就
,

就是西太

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系扰和西藏高原上的副热带高压系就
.

在 7 月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

系扰的脊筱已控制长江中下游
,

在西藏高原上则另有一个副热带高压中心
,

两个副热带高

压系就中简的低压槽则位于四川盆地上空
,

并逐渐向东北方向伸展
.

这时候大陆上的雨带

便集中在这条西南
一
东北向的低槽内

.

但副热带的流型不断在稠整着
,

有时候西藏高原上

的副热带高压系就向东移
,

并稳定在华中上空
,

或者四川上空的低槽往西移至高原上
,

而

西太平洋上的副热带高压系枕则西伸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
.

当这两类流型推持的期简
,

江淮流域便出现干燥的天气
.

假如这两类流型推持时简愈久
,

江淮流域便出现严重的旱

象
.

因此
,

夏季江淮流域持久性干旱现象
,

主要由副热带流型的配置和其稳定性决定
.

在

1 95 9 年 7
、

8 月
,

副热带高压系就控制长江流域上空达 4 , 天
,
1 9 6 1 年 6

、

7 月副热带高压

持擅的时简达一月之久
.

在其他年份副热带的流型稳定性只叶匕较小
.

例如
,

在 1 9 5 8 年 7

月
,

上半月和下半月的副热带流域完全相反
.

在 1 9 5 8 年 7 月上半月
,

副热带高压系就稳

定在高原上和海洋上
,

大陆上却是深广的低槽区域
,

但在下半月副热带的流型便反过来
.

所以上半月和下半月的雨情便相反
.

作者款为
,

要做好夏季北撑 40
“

以南副热带大陆上

的天气预报
,

应敲着重研究副热带流型的特征
,

其稳定性和褥变的征兆等等尚题
.

三
、

夏季江淮流域大水时期的环流特征
、

1 9 5 4 年 7 月江淮流域出现严重的水炎 (图 士。)
,

在这个时期
,

50 。毫巴面上环流的型

莽和 1 9””年和 1 9 6 1 年 7 月的情况有显著的差异
,

但环流的稳定度却和敲两月相似
·

图

7 是 1 9 5 4 年 7 月 5 00 毫巴月平均等高筱图
.

图上最显著的特征
,

反映在副热带高压系就

的位遭上
.

在敲月副热带高压脊拔位于掉度20
“

附近
,

这是相当于往年 6 月副热带高压脊

筱的位置
.

在中掉度长波的型式属于预报具所熟悉的梅雨形势
.

从高度偏距的分析看
,

在东亚大陆上中樟度为正偏距区域
.

这是由于在苏联滨梅边区和我国东北部樱常有阻塞

高压出现
,

这种偏距型式和 1 9 5 9 和 1 9 6 1 年 7 月相反
.

在北樟 40
。
以南的副热带大陆上

为负偏距区域
,

也和 1 9 5 9 和 1 9 6 1 年 7 月的情况相反
.

这片食偏距区域的出现和江淮流

域上空低槽活动非常频繁是相联系的
.

东亚大陆上由于在中樟度出现正偏距区域而在副

热带大陆上出现食偏距区域
,

这使得敲月在50 0毫巴面上西风带的位置也较往年偏南
.

从

图 4 上 1 9 5 4 年 7 月平均地卿风西风分速的廓梭图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

在敲月 50 。毫巴

上西风急流的帕位于北释 32 ;5
。 ,

而多年平均的 7 月西风急流翰位于北樟 42
.

5 “ ,

比平均情

况偏南 10 个律度
.

因此
,

在 1 9 5 4 年 7 月北樟 40
“

以南的副热带大陆上仍旧处在西风气流

的支配喊 高樟度地区的高度偏距的分布大体上表现正食区域相简出现
.

这和 1 9 5 9 和

1 96 1 年 7 月不同
.

在孩两月正食偏距区域的分布成牌向分布的
,

在北律 70
。

以北是一片
.

正偏距区域
,

而在 45
“

一 7 0 “

的樟度带内则出现负偏距区域
.

由于这种正负偏距的分布
,

就使得在东亚大陆上北稗 40
“

一50
“

简盛行孩西风环流
.

在 1 9 5 4 年 7 月情形便不同了
,

在
碑

岛拉尔地区出现握向的正偏距区域
,

而在西伯利亚中部则有握向的负偏距区域
,

这种分

布一方面表示亚洲上空中樟度握向环流盛行
,

另一方面表示在西部西伯利亚上空出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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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烈的偏北风分量
,

因而冷空气向南爆发非常频繁
.

这一点和 1 9 5 9 年和 1 9 6 1 年 7 月
‘

清

况也是相反的
.

公汾

乐
- 洲

图 7 19 5 4年 7 月 5 00 毫巴平均图 (轰明同图 2 )

在 1 9 5 4 年 7 月副热带的流型和 1 9 5 9 和 1 9 6 1 年 7 月的情况完全相反
.

图 6 c
代表

19 54 年 7 月北樟 25
“

一朽 p 范围内槽脊的分布图
.

上面耕过
,

在敲月副热带高压脊核的

位置在北樟 2 0 “ 附近
,

而西风带也偏南
,

在北樟 2 5 “

一45
。

的范围内仍处在西风带环流的

影响下
.

所以在图 6 。
上都是一些高低压相尚的移动系杭

,

平均 3一4 天就有一个高空

低槽过境
.

这种移动的流型一直推持到
。

8 月初
,

在这以后才建立比较稳定的副热带流型
.

这也靓明在 1 9 5 4 年长江流域的梅雨一值推待到 8 月初
.

而敲年梅雨期的开始则在 6 月

上旬
,

梅雨期推持的时简达两月之久
,

因而造成严重的水炎
.

象 1 9 59 年和 1 9 6 1 年 7 月一样
, 1 9 5 4 年 7 月中高樟度的环流稳定度甚大

.

我们也象

l’9 5 9 年和 1 9 6 工年 7 月一样
,

观察 1 9 5 4 年 7 月东亚每天 , 00 毫巴图上槽脊的位置和月平

均图上槽脊位置反号 的日数
,

精果得到在反号天数最多的地区
,

并不超过 12 天
,

这就是视

有 20 天的时期
,

推持同一环流形势
.

尤其是图 7 上在苏联西伯利亚和我 国东北境内的低

气压系枕其反号的 日数不超过 4 天
,

此外
,

苏联滨海边区的阻塞高压也非常稳定
,

其反号

日数不超过 5 天
.

因此
,

在 1 9 , 4 年 7 月
。

不渝月平均等高枝图和 5 天平均等高钱图
,

甚

至每天的等高梭图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

由于中释度的长波和副热带高压有很大的稳定

性
.

地面的锋带
、

气旋路径和主要降雨带 (图 I c
)也就长时期集中在江淮流域

.

这便是

造成 1 9 5 4 年 7 月大水的值接原因
.

、一

“

‘

四
、

关于环流奚常的甜篇

从上面的分析看出
,

夏季我国副热带地区持久性的旱洪现象和大气环流的反常现象

有密切联系
,

尤其是表现在中樟度和副热带地区的流型有很大的稳定性
.

为什么这三年

7 月的流型如此稳定呢 ? 为什么 1 9 5斗年 7 月的流型相当于往年 6 月的环流形势‘ 这两

个简题关联到大气环流异常的研究
,

在 目前还不能很好的解答
,

因为这需要知道太 阳 活

劲的变化
、

海洋环流的变化
、

海洋环流和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
、

以及大气内部的变化等等



1 期 陶爵言
、

徐椒英 : 夏季江淮流域持久性旱涝现象的环流特征

几

伺素
。

近年来的研究指出
,

大气环流和大气中加热锡的分布和山脉的作用有密切联系
.

大

气环流的反常现象
,

也应敲在加热坍的分布和山脉的作用上有反常的现象
.

山脉的作用

一般不容易估舒
,

故在这里我俩只封渝 1 9 5 4 年和 工9 5 9 沐 7 月北半球加热踢分布的特征
.

加热踢的舒算采用朱抱具
、

耙立人等人 [5. 习所用过的方法
,

郎根据蔺单的两层模式
,

并考虑

了 地面摩擦和地形的弦迫垂直运动
,

补算蔽两月对流层下半部热源
、

热汇的分布
.

图 8 表

图 s a 19 5 9 年 7 月北半球北樟 4 00 一6 00 平均高度分布廓撇与冷热源分布

(箭头向上为热源
,

向下为冷源 ;括号内箭头为多年平均 7 月(图 8b 中为 6 月)份冷热源分布)

图 sb 19 5 4 年 7 月北半球北律 4 00 一 6 00 平均高度分布廓撇与冷热源分布 (锐明同图 8 。)

:示敲两月北樟 4 0 “一60
“

50 0 毫巴平均高度的廓筱和 40
“

一60
“

樟度带内主要冷热源中 心

的分布
.

取向上的箭头代表热源
,

向下的箭头代表冷源
,

括号内的箭头代表多年平均图上
一

冷热源中心的位置 (采自朱抱真等人的材料 [5] )
.

可以看出
,

加热锡的分布和长波的型式
“

很相对应
,

热源位于高空槽的东边
,

冷源位于高压脊的东边
,

这和一般所预期的情况相符

合
.

在 1 9 , 9 年 7 月加热踢的分布和多年平均图上加热踢的分布几乎完全相反(图 8习
.

例
:

如
,

在东握 1 3 0
“

一1 6 。
。

内
‘

(日本和其邻近的洋面上)
,

在多年平均的 7 月图上是个冷源所

在
,

但在 1 9印 年 7 月却是热源
.

又如在东握 1 1 0 “

一1 2。。 的东亚大陆上
,

多年平均的情况

应敲是个热源所在
,

但在栽年 7 月却是冷源
.

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

加热踢的分布既然 和
,

多年平均的情况相反
,

反应在 1 9 5 9 年 7 月 50 0 毫巴月平均等高拔图
_
L的长波系扰分布上

(即2 )也恰好和多年平均 7 月的等高袋图 〔7 ,相反
.

所以
, 工9 5 9 年 7 月环流的反常现象是

:
非常显著的

.

在 1 9 , 4 年 7 月东半球的
_

5 00 毫巴等高校形势和多年平均的 6 月份情况相

可以
.

我们把敲月加热踢的分布和多年平均的 6 月加热场相比较
,

发现加热踢的分布很是

接近
.

这也靓明 1 9 5 4 年的季节变化比往年推迟有一月左右二

上面的分析
,

只靓明加热坍的分布和流锡之简有很好的对应
,

但不能完全用来靓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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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环流的所以形成
.

关于大气环流反常的原因
,

本来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

本文只是想

分析在持久性旱涝推持时期环流的一些特征
.

通过以上的尉渝
,

我们发现环流的稳定性
.

是主要关键简题
.

这抬我佣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裸题
,

郎在怎样的条件下环流的稳定性最

大
.

钠米阿斯 (N
a
m ia s

)ts1 曾从杭卦学上研究西半球上下月环流型的持擅性周愚
.

他得

出在 4一5 月和 10 一n 月环流的持糟性最小 、而在 7一8 月持疲性最大
.

所以从气候学上
.

耕
,

在夏季环流的型式最容易稳定
.

根据我们对东亚大陆上天气的握验
,

也有同样的看

法
.

根据珠内米阿斯 [9] 的 30 天预报握验
,

有两类环流型式最容易稳定
,

其中有一类相当于

上面的情形
,

郎在夏季西风带和副热带高压系就很偏北时
,

流型最容易稳定
.

因此
,

我仍

欲为值得从天气学上去分析引起环流稳定度的种种条件
,

或者确定在某个季节中那些流
-

型最容易稳定
,

那些流型最不容易稳定
.

对动力气象学者却要求研究环流型的稳定度的

判据
,

在目前人们都集中于注意环流的不稳定性简题
,

这对气压系抗的发展预报固然是非
-

常重要
,

但对和持久性旱涝现象相关联的环流而言
,

却要求注意相反的简题
.

假如我俩能

找 出环流的稳定度的判据
,

这就将对持久性的旱涝预报有所首献
.

‘‘

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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