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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在综合前人对景观空间格局与异质性2景观镶嵌动态2尺度A格局A过程相关等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2初步

提出了景观空间分析的框架2认为9景观空间分析主要包括景观空间形态分析A空间关系分析与空间构型分析2并对景观

空间分析的特征及与一般空间分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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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是由多个生态系统构成的异质性地域\O:U]^景观尺度上的不同过程:在形成景观结构时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相应地:已形成的结构对景观过程或流也有基本的控制作用\S]^格局_过程_尺度之间的相互关

系的研究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界的兴趣中心和本学科研究的核心所在^尺度T;.&(%V一般指对某一研究对象

或现象在空间上或时间上 的 量 度:在 景 观 生 态 学 中:尺 度 往 往 以 粒 度T9/&!*V和 幅 度T>8#%*#V来 表 示\S‘X]N
格局往往是指空间格局:即景观要素的类型_数目以及空间分布与配置等\X‘W] 景̂观生态学常涉及到的生态

过程有干扰传播_水文及小气候动态_景观演替等^格局_过程_尺度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过程产生格

局:格局作用于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又依赖于不同的研究尺度\Y]^a尺度b_a格局b都有强烈空间性质的概

念^因此:对景观的空间研究是分析景观格局_了解景观过程_把握景观动态的基础:其意义不言而喻^
美 国 生 态 学 家 A$/0&*和 法 国 生 态 学 家 9$-/$*\U]认 为:组 成 景 观 的 结 构 单 元 不 外 乎 S种M斑 块

TB&#.)V_廊道TC$//!-$/V和基质T@&#/!8V̂ 基于长期以来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岛屿生物地理学和

群落斑块动态研究:近年来:以斑块_廊道_基质为核心的一系列概念_理论和方法已逐渐形成了现代景观

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A$/0&*\U]称之为景观生态学的a斑块_廊道_基质b模式^但在实际研究中:斑块

与基质的界限很难划清:且划分结果随不同的研究尺度而不同^通常的做法是把基质看成是在景观中占主

导地位的斑块^从空间分析的角度来看:斑块显然是赋予了生态学解释并具有景观生态学意义的a点状或

面状地物bN廊道是赋予了生态学解释并具有景观生态学意义的a线状或带状地物b̂ 斑块与斑块_斑块与廊

道_廊道与廊道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抽象为一般点_线_面之间的空间关系^在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

后:再对与之相联系的生态过程进行景观生态分析^因此:a斑块_廊道_基质b模式为景观空间分析提供了

a空间语言b:使得对景观结构_功能和动态的表达更为具体_形象^另外:遥感T?;V使大尺度或跨尺度的景

观a斑块_廊道_基质b景观模式的识别成为可能并提供快捷方法N地理信息系统T94;V为研究景观空间结构

和 动 态:尤 其 是 物 理_生 物 和 各 种 人 类 活 动 过 程 相 互 之 间 的 复 杂 关 系 提 供 了 一 个 极 为 有 效 的 研 究 工

具\S:R:OP]^遥感手段能快速而准确的提取景观空间信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快速而准确地进行景观空间信

息处理:可以说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发展及其在景观生态学中的广泛应用为景观空间分析提供了a空间手

段b̂

c 景观空间分析的基本特征

空间分析原本是一个地学研究领域中广泛应用的概念^自从有了地图以来:人们就始终在自觉或不自

觉地进行着各种类型的空间分析^例如在地图上量测地理要素之间的距离_方位_面积或利用地图进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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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及战术的研究等!空间分析包含两个方面涵义"#$%可以是&空间数据的分析’%也可以是&数据的空间 分

析’!空间数据的分析着重于空间物体和现象的非空间特性分析%这些分析(处理一般并不将数据的空间特

性作为限制因子加以考虑%数据所描述的具体空间位置在分析中也不起制约作用%但对数据的分析结果的

解释必须依托于地理空间进行%因此它与一般的数据分析还是有本质不同的)数据的空间分析则是直接从

空间物体的空间位置(联系等方面去研究空间事物%以求对空间事物做出定量的描述%数据的空间分析需

要借助于复杂的数学工具如空间统计学(图论(拓扑学等!
前已论及%&斑块(廊道(基质’的景 观 模 式 为 景 观 空 间 分 析 提 供 了&空 间 语 言’)遥 感(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在

景 观生态学中的应用日趋广泛为景观空间分析提供了&空间手段’)&尺度(格局(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分

析 是当前景观生态学研究中重复率最高的主题词)&尺度’%&格局’上深深地打着空间的烙印%影响并决定

着各种基本的景观过程!这一切无一不说明景观空间分析在景观生态学界的重要地位!
景观空间分析贯穿着景观生态学发展的整部历史%它对景观生态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问题!很多景

观生态学者"*%++%+,$在研究景观空间格局(研究格局与过程相互关系(研究景观异质性及生态空间理论的过

程中就对景观空间分析进行过一定的探讨!但美中不足之处是以上研究对什么是景观空间分析(它与一般

空间分析的关系以及景观空间分析的内容界定等方面并不一定形成统一的认识!
空间分析是基于地理对象的位置和形态特征的空间数据分析%其目的在于提取和传输空间信息%主要

由 -个方面内容构成%即.空间位置分析(空间分布分析(空间形态分析(空间关系分析!不少研究者曾对景

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进行过总结"/$%表述虽不尽相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010 景观空间分析的尺度性

尺 度是指观察研究对象2物体或过程3的空间分辨度或时间单位"+,$%它标志着对所研究对象的了解水

平!在生态学研究中%空间尺度是指所研究生态系统的面积大小或最小信息单元的空间分辨率水平)而时

间尺度是其动态变化的时间间隔!此外%组织尺度2456789:7;9<87=>?7=@3的概念即在由生态学组织层次2个

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等3组成的等级系统中的位置也广为使用"A$!景观格局和景观异质性都依时

间和空间尺度变化而异!因此在景观空间分析中必须考虑到尺度的制约作用%在一种尺度上通过空间分析

得到的结论不可不经研究地推到另一种尺度上去!按 4BC@9==等"+A$提出的等级理论%属于某一尺度的系统

过程和性质受制于该尺度%因此尺度上推2>?7=986DE3和下推2>?7=986F<G83是很困难的"*$!
空间分析中的尺度首先是指空间尺度%即所研究对象在空间上跨度的大小%但同时也很注意时(空尺

度的对应性"*$2详见图 +3!

图 + 不同等级尺度上的时间与空间尺度

H96I+ JK@;@LE<57=78MNE7;97=N?7=@<8M9OO@5@8;<56789:7;9<8N?7=@
景观空间分析的尺度%是由景观等级尺度决定的!它表明景观空间分析所对应的尺度在生态系统之

上%区域尺度之下%时间间隔为几年至几百年%空间跨度为几公里至几百公里%显然是一般空间分析尺度的

一个很小部分!即使在景观等级尺度上%还存在根据不同研究目的%选择合适尺度的问题!在某些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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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研究空间尺度的增大!占优势的斑块"面积大#数量多$容易被过度重视而小的#破碎的斑块容易被忽

略%&’()为了揭示这个问题!有的学者将研究区以不同的空间尺度对比研究!如将研究区景观要素分成不同

的水平"*+,+-$或划分为不同的景观等级"./0,123+!4+35102$%&’!&6()

789 观空间分析主要是对景观要素镶嵌结构的分析

空间物体或现象"分布对象$沿空间"分布区域$的分布方式有两种!即离散分布与连续分布):-;/<和

=0><12?%&@(将空间对象沿空间的分布分为 A个类型"见表 &$)
镶嵌是指一个系统的组分在空间上互相拼接而构成的整体%@()镶嵌的特征是空间对象被聚集#形成清

楚的边界!即在空间上的离散性)景观镶嵌结构的概念主要源于岛屿生物地理论和古典区位论%A()前者将

生境斑块的面积和隔离度与物种多样性联系起来!把斑块的空间特征与物种数量巧妙地统一于一个公式

之中B后者假设研究区是与外界隔绝的C孤立国D!区域内不存在自然条件的差异"即C均质性$!与周边的基

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表 7 空间物体或现象沿分布区域的分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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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类型

Z1>5/1[\5102
5]̂+>

沿线状要素

的离散点

43;55+/+_
0̂125>;-02?
-12+;/+-+‘+25

沿线状要素

连续分布

:02512\0\>
_1>5/1[\5102
;-02?-12+;/
+-+‘+25

面域上的离

散点

43;55+/+_
0̂125>a15b12
;/+?102

线状分布

*12+;/
_1>5/1[\5102

离散的面状

分布

Z1>302512\+_
>\/c;3+

_1>5/1[\5102

连续的面状

分布

:02512\0\>
>\/c;3+

_1>5/1[\5102

空间连续

分布

4̂;51;--]
302512\0\>
_1>5/1[\5102

举例

de;‘ -̂+>

高速公路或

河流沿线

dê/+>>a;]
0//1,+/

河流流速#
流量

f+-0315]0c
c-0a!/\20ccB

城市分布#
火 山 分 布 gb+
_1>5/1[\51020c
315]0/,0-3;20

河流#交通网

h1,+/0/
5/;2>̂0/5;5102
2+5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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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要素是受气候#地貌#土壤#植被#水文#生物等自然因素及人为干扰作用下形成的有机整体)斑块

的大小#形状B廊道的宽窄#曲直B基质的形态#连通性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镶嵌!深深地影响着景观格局并

决定着各种景观功能)斑块镶嵌是景观的基本特征!所谓景观空间结构实质上是指镶嵌结构%6iA()因此景观

空间分析的重点在于对空间离散现象!即镶嵌景观要素的分析)

78j 景观空间分析的目的是研究景观的异质性!体现格局与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

景观的异质性是景观重要属性之一%&A()一个景观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地位主要决定于它的时空异质

性!景观生态学的核心是景观异质性的维持与发展!景观异质性原理也是景观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目

前!比较一致的认为是景观异质性是景观过程和格局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k()一般认为景

观异质性是这样产生的%A!&k(!在开放系统中!能量由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伴随着新结构的建立会增加

异质性)景观异质性的产生机制正是基于这种热力学原理!即从太阳能转化成的各种能量流中产生B景观

异质性也来源于系统运动的不平衡性与干扰!特别是人类对景观的干扰)因此!景观异质性的产生是内在

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景观格局!一般是指其空间格局!它是指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景观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形式)景观格局

是景观异质性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作用的结果)景观生态学常常涉及到的生

态学过程包括种群动态#种子或生物的传播#捕食者和猎物的相互作用#群落演替#干扰扩散#养分循环等)
对空间格局与过程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河岸森林保持养分与有机碳能力与景观格局的关系!景观格局对物

种基因多样性的影响等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的主要特色与理论核心之一)景观空间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通

过对景观要素的空间格局与异质性分析!建立空间格局与景观过程的相互映射关系以加深对景观过程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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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空间分析是空间分析的具体化$赋予了空间要素的生态解释

空间分析一般将地表自然或人为要素抽象为点%线%面%曲等空间要素$并利用空间统计%计算几何等

数学方法进行研究$最后$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不同的格局解释&而景观空间分析在分析中及对分析

结果的解释中都要注意到景观要素是空间要素的具体化$是实实在在的%具有具体结构和功能的$赋予了

生态学含义且与一定生态功能相联系的空间要素’如斑块是由于自然干扰%环境资源的异质性或人为干扰

产生的面状要素$它的大小与形状直接影响到景观单位面积生物量%生产力和养分贮存及景观的生物多样

性&线状廊道一般认为适于边缘种的生存而带状廊道具有丰富的内部种()*等’景观生态学被认为是一门交

叉学科$它在吸收其它学科的合理内核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景观结构%功能和变化的测度是对现有空间分

析内容的重要补充’例如$景观生态学中为研究景观异质性$基于现代信息论而提出的空间测度方法(+,*及

测 度指标(+-*$如优势度./012343567%蔓延度.80394:2037及丰富度.;25<36==7等丰富了一般空间分析的内

容’
基于以上内容$可以把景观空间分析界定为>以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为基本手段$以景观生态学

的基本原理为向导$基于景观要素的空间位置和形态特征$反应景观格局与过程之间相互关系为基本目的

的景观要素的空间分析’它主要内容有 ?个部分$即>景观要素的空间形态分析%景观要素的空间关系分析

和景观要素的空间构型分析’景观空间分析虽源于一般空间分析$但同时也丰富着空间分析的内容’

@ 景观空间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对景观空间要素的分析还是对景观要素的空间分析$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一定的景观尺度

上$通过对景观要素的分析剖析景观空间结构与空间异质性$对景观过程给予合理的解释$建立A格局%过

程%尺度B之间的相互映射关系’

@"! 景观空间形态分析

在A斑块%廊道%基质B的景观生态模式下$景观要素可以抽象为一般的点或面.斑块和基质7%线.廊道7
空间要素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斑块大小对景观能量与养分%对物种的多样性等均有较大影响&而斑块的形

状则影响到生物的迁移%内部种与边缘种的多少&廊道的宽度%形状也影响到多种景观功能’因此$对景观

要素面积大小%周长及形状的空间研究是景观空间研究的基础与重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CD))*’
基于分形理论的景观分维分析在景观空间分析中的广泛应用’所谓分形$是指局部与总体具有某种相

似性$或者说在不同尺度上看起来基本相似的形状$即具有自相似性.E6FGH=212F4I29J7()?*’分形理论由美国

科学家 K"K"L43M6FNI09()O*于 )C世纪 PC年代中期创立$用于刻划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些不规则%不稳

定和具有高度复杂结构的现象()Q*’分维是描述分形结构的一种参数$其数学定义常见的有>容量维数%信息

维数%关联维数%相似维数等’在景观空间分析中$对于形形色色的研究对象常采用的具体做法主要有面积

周长法和变异函数法()R*’分形分析是研究景观要素形状复杂程度的有力工具’研究发现$分维数与人类对

景观的管理密切相关()P$),*’小的分维意味着人类对景观的干扰大或地理条件单一$所以通过分维大小可以

判定景观要素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大小’分形分析在景观空间形态的分析中十分常用(+$)-D?+*’

@"@ 景观空间关系分析

景观空间关系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即景观要素的空间距离与分布’景观空间分布分析是从总体的%全

局的角度来描述景观要素特性的空间分析’因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景观异质性的维持和发展$
各种景观要素错综复杂的组合形成各具特征的景观$因此研究景观异质性的核心也就是分析景观要素的

水平分布(?)*’所以$景观空间分布分析在景观空间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
景观空间分布可以用各 种 景 观 要 素.斑 块%廊 道 等7的 分 布 参 数 定 量 化 描 述$例 如 斑 块.廊 道7分 布 密

度&斑块面积的均值%离差%极值等’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在分析景观空间格局与动态及相关的趋动因子的研

究中很常用(??$?O*’景观空间分布也可以从确定景观要素分布类型$并与景观过程建立某种联系上加以考

虑’例如研究某一景观上的农业用地的分布型$若是随机型的则说明该生态区上的农业还属于无序开发状

态$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很可能阻止某些景观正常功能的发挥$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但郭晋平等(?Q*

通过对关帝山林区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型进行了研究$发现各种布型之间的拟合结果常常相互矛盾$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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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不能为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特性提供必要的信息!
近些年来"熵的研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关注#$%"&’(!信息熵理论引入景观生态学以来"对景观生态学

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所研究地区的地图"航片或实际景观上设置若干条线"沿线等长分割标记"
记录每一段上各景观类型的缺失"随后应用信息熵原理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常

用方法!
景观空间聚类是研究景观空间分布的有效手段!景观空间聚类分析的目的是对景观要素的集群性进

行分析"将其分为几个不同的子类!子类的形成可能是某个景观过程作用结果"因此根据空间分类的结果

可以揭示某些生态机理#%(!例如可以把森林资源斑块的某些感兴趣的属性信息)植被种类*单位面积的蓄

积量*郁闭度*森林立地状况等+的聚类分析结果与空间聚类结果联系起来"建立某种对应关系"以求得属

性信息的空间解释"揭示森林生产力分布等多种生态过程与格局之间的联系"加深对森林生态过程的景观

理解!在进行景观设计时"景观空间聚类也很有用武之地!例如"绿地或公园一般是根据居民区而非单个居

民点设计的"因此可以利用景观空间聚类来简化问题*突出重点!目前"空间聚类在景观生态学中的应用不

多"对其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空间距离分析在景观 空 间 分 析 中 运 用 较 为 普 遍"如 ,-.//01#’&(对 美 国 西 北 加 利 弗 尼 亚 克 拉 莫 斯 山 脉

)2345467+林间空地)8910:69;0/./<:+之间空间距离的研究!=4-01和 >4.#’’(在考虑斑块空间距离时"从三

个 方面出发)$+景观内的每一个斑块还是斑块组?)’+所有相邻斑块还是单个最邻近斑块?)&+相邻斑块组

还是只考虑属于具体斑块组的斑块"结合度量空间距离时是用斑块的中心点还是用斑块的边缘"将斑块间

的空间距离分成 $@种情况)见表 ’+!
表 A 斑块间空间距离汇总表

BCDEFA GHCIJCEKJLICMNFDFIOFFMHCINPFL
空间距离内容

>9/60/6:

测度方法

Q0679R:

平均距离

Q04/R.:64/S0
距离标准差

,64/R41RR0T.46.9/R.:64/S0
斑块组平均距离

Q04/R.:64/S0UV<;
斑块组标准差

,64/R41RR0T.46.9/R.:64/S0UV<;
属于每个距离段内的斑块距离数目

WX5U019YR.:64/S0:./04S7R.:64/S0S34::
属于每个距离段内的斑块组距离数目

WX5U019YR.:64/S0:./04S7R.:64/S0S34::UV<;

每个斑块到所有邻近斑块间的距离)>>+
Z4S7;46S7694334R[4S0/6/0.<7U91:>>
每个斑块到所有邻近斑块间的距离)>Z+
Z4S7;46S7694334R[4S0/6/0.<7U91:>Z
斑块组内每个斑块到最邻近斑块的距离)>>+
Z4S7;46S769/0410:6;46S79Y:450<;>>
斑块组内每个斑块到最邻近斑块的距离)>Z+
Z4S7;46S769/0410:6;46S79Y:450<;>Z
斑块组内每个斑块到最邻近斑块的距离)ZZ+
Z4S7;46S769/0410:6;46S79Y:450<;ZZ
每个斑块到不同斑块组内最邻近斑块的距离)>>+
Z4S7;46S769/0410:6;46S79YR.YY010/6<;>>
每个斑块到不同斑块组内最邻近斑块的距离)>Z+
Z4S7;46S769/0410:6;46S79YR.YY010/6<;>Z
斑块组内每个斑块到最邻近斑块组间的距离)>>+
\46S70:9Y$<;69/0410:69Y:;0S.Y.S<;>>
斑块组内每个斑块到最邻近斑块组间的距离)>Z+
\46S70:9Y$<;69/0410:69Y:;0S.Y.S<;>Z
斑块组内每个斑块到最邻近斑块组间的距离)ZZ+
\46S70:9Y$<;69/0410:69Y:;0S.Y.S<;ZZ

>>表点与点距离?>Z表点与边距离?ZZ表边与边距离?<;为特征组 >>] S0/601̂69̂S0/601R.:64/S0?>Z]S0/601̂69̂
0R<0R.:64/S0?ZZ] 0R<0̂69̂0R<0R.:64/S0?<;] 4661.UX60<19X;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发的景观指标计算软件 814<:646:最近所提出的 __个景观指数 中"涉 及 空 间

距离的指数有 $@个"可见空间距离分析在景观空间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A‘a 景观空间构型分析

与前两种景观空间分析相比"景观空间构型分析更注重反应由景观要素构成的景观总体特征!景观空

b%@$c期 陈文波等d景观空间分析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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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构型分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景观构型!确立景观空间格局之间相似与相关关系"相似与相关关系具

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空间物体在形态上的相似与相关’二是指空间物体在结构上的相似与相 关"

()*+,-#.%曾根据景观结构特征划分出 /种景观类型!即斑块散布的景观0网络状景观0指状景观和棋盘状

景观#1.%!/种景观中斑块分布构型不同!对应的基本生态过程也各异"粗粒景观与细粒景观由于在结构上

的差异!其对应的景观功能也不同#23%"因此!可以通过景观相似与相关分析!与已知结构和功能的景观相比

较!对未知景观的结构与功能进行推断"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景观空间分析中还不常见"

4 问题与讨论

景观空间分析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美国生态学家 ()*+,-和法国生态学家 5)6*)-#.%提出

的7斑块0廊道0基质8景观研究模式为景观空间分析提供了7空间语言8’遥感0地理信息系统及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和在景观生态学中的广泛应用为大尺度或跨尺度的景观空间分析提供了7空间手段8’7尺度0格局0
过程8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而7尺度8!7格局8深深地打上了空间的烙印’这一切

都说明景观空间分析贯穿了景观生态学的整个发展历史!景观空间分析源于一般空间分析!是一般空间理

论在景观生态学上的应用’但景观空间分析只涉及到一般空间分析理论中那些具有景观生态学意义的0其

结果可以景观格局与过程相关性进行解释的方法!体现景观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0格局0过程之间的相关

性是景观空间分析研究的核心"景观在吸收其它学科为己用的同时!丰富并发展了一般空间分析的内容"
景观空间分析强调尺度性!强调对7镶嵌性8即空间相对非连续性景观现象的空间分析!但也不排除对

7梯度性8即空间相对连续性景观现分析方法在景观空间分析中所起的补充作用"长期以来!地理学与生态

学在自然环境的连续与非连续观念上存在冲突"如今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分析问题的尺度不同"空间非

连续体9如斑块:只有与特定的研究尺度相联系才具有意义"两个斑块之间原本相对分离的边界!随着分辨

率逐步提高!梯度会变得越来越连续#2;%"因此!自然环境的7梯度性8与7镶嵌性8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统

一的!统一的基础是研究问题的尺度"经典的景观空间分析十分注重对7镶嵌性8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景观

7梯度性8的研究!例如景观格局指数虽多!但很少能用于反应景观的7梯度性8#2$%"近年来!不少景观生态学

者注意到了这一点!趋势面分析!地统计分析等梯度分析方法在景观空间分析中的应用日益广泛#11%"
一般认为!景观空间分析是依托于地理信息系统及相关软件来进行的!地理信息系统集成了多学科的

最新技术!如关系数据库管理!高效图形算法!插值0区划和网络分析!为空间分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得

过去复杂0困难的高级空间分析任务变得简单易行"目前绝大多数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如 <=>?产品系列!

?-@A*B*,C产品系列!D,CE-F)产品系列等都具有空间分析功能!空间分析已成为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

之一"此外!景观生态学所创立的各种景观指数与相应的软件包!如 (*,BG@,G0HIHJK等!也具有较强的空

间分析功能!用景观指数描述景观格局及变化!建立格局与过程之间的联系是景观生态学最常用的空间分

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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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5)6*)-MbYUZcOYWVNOPQPRSMdAef)*g&h)i-jELAk,-6>)-G!1l$3M
#2% mE]9李博:!f,-BJ9杨持:!mE-I9林鹏:MNOPQPRS9E-JiE-AGA:M]AÊE-B&nEBiA*<6o_,@E)-I*AG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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