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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生态旅游的流行与快速发展对生态旅游这个术语的概念也不断的增长扩散。由于缺乏对其内涵的科学认知和梳理， 

生态旅游概念的应用具有泛化的危险。不断涌现出的大量有关生态旅游的概念给学术研究和旅游管理带来了许多困惑。运用 

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中外旅游文献近 10—15a内有影响力的4O个生态旅游概念进行了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中最频繁出现 

的能代表其内涵的6个标准，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和可持续性。通 

过对这些标准的识别 ，结合先前的生态旅游概念 ，本文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在操作层面上进行了重新架构，将生态旅游这一术语 

定义为：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旅游和伦理道德规范原则为指导，在旅游过程中强调环境教育、影响管理和社区受益 ，并为其所依 

赖的环境保护做贡献的负责任的自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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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izing ecotourism from a distinct criteria approach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LU Xiao．Li ，WU Chun．You ， Holly Donohoe。 (1
． Sch∞f D， w 眦，Dalian Urdve 蚵 0，7 ∞logy，Dalian，Chiw 116024； 

2．Departnvent ofGeography，UniversityofOttawa，ONKIN6N5)．ActaEcologica Sinica。20O6，26(4)：1213—1220． 

Abstract：The popularity of ecotourism activities has produced myriads of definitions．Among academics and industry stakeholders 

alike，confusion results from the diversity of ecotourism definitions．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olve to this confusion by 

presenting a set of criteria by which ecotourism can be better defined． 

A thematic content analysis has been applied in order to extract a set of common themes from the definitional literature．The 

following steps were followed：collection of definitional samples，analysis of identified criteria，creation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est of coding on a sample of definitions，refinement of coding rules and analysis of framework，coding of definitions，recording of 

results i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assessment of reliability and accuracy，and tabulation of results． 

The sample in this study includes 40 contemporary definitions of ecotourism，all of which were published after 1990．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ost recent of definitions have benefited from antecedent efforts to define the concept，these definitions 

have been included in order to explore contemporary definitional debate．Definitions from various sources weI．e included to gain a 

broad perspective in an attempt to define ecotourism better． 

A set of tentative themes were determined in a pilot study，with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al sample，as well as 

on the basis of antecedent research，fifteen criteria was refined to analysis of ecotourism definitions．They are：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to community and others，democratization，sustainability，preservation／conservation，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education，minimizing impacts，small scale，ethics／responsibility／awareness，reliance on park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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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areas，management，enjoyment／experience，culture，adventure and nature-bas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variability in existing ecotourism definitions．Of the fifteen criteria used for analysis， 

six were identified as appearing most~equently in the definitional literature．These criteria include nature-based，preservation／ 

conservation，contribution to local community，environmental education，ethics，responsibili【y and sustainability．These six distinct 

criteria are reflective of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whereby the thematic emphasis of eeotourism definitions has changed over time． 

Based on these six distinct criteria，a composite working definition for ecotourism is presented．Eeotourism is in concert with the 

principle ethics of sustainable tourism，it is a responsible form of nature-based tourism，whereby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impact management，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control，benefits，and scale)are paramount to the experience． 

Eeotourism actively contributes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n which it depends． 

Th is Dreliminary definition and associated criteria will form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er’s future work，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definition is evolutionary，and will continue to be shaped by the researcher’s accumulative understanding of 

ecotourism． 

Key words：ecotourism；content analysis methodology；conceptualizing definition 

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但却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成为近年 

来旅游市场上增长最快的一个分支。尽管生态旅游活动非常流行，但对生态旅游这个术语的内涵人们却有很 

大的困惑。有关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或建立一系列通用的生态旅 

游标准。虽然政府和旅游行业继续起草一些方针政策，但这些方针政策并没有将生态旅游和其它形式的旅游 

区分开来；虽然旅游供应商在市场营销中不断的推销各种生态旅游活动，但消费者却越来越困惑，真正的生态 

旅游到底是什么?这种混淆的结果使人们意识到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旅游行业管理都急需对生态旅游的内 

涵进行辨析，构建科学的生态旅游概念。 

1 生态旅游概念的探讨 

进入 2O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国际范围的生态旅游研究不断深入，先后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有关生态旅 

游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专著和论文 ]。无论是世界旅游组织等权威机构还是中外众多造诣较深的学者都对 

生态旅游这一术语阐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诠释。纵览生态旅游的 

这些概念，学者们主要从 3个方面的不同视角对生态旅游概念进行了剖析。一些研究者致力于能代表生态旅 

游核心理念的某个方面，如 Valentine强调生态旅游对保护的贡献 ，Alleock强调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成分①， 

Hvenegaard将生态旅游定位为以自然为依托的绿色旅游活动 ，钟林生将生态旅游界定为以自然为基础的旅 

游、可持续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和环境教育旅游的交叠部分  ̈；一些研究者集中于探讨生态旅游活动相关 

的原理和变量，如 Buckley分析了生态旅游概念的组成内容 ，王家骏参考 Strauss和 Corbin创立的 Grounded 

Theory中的范式模型对生态旅游概念进行架构 ；还有一些研究者则通过实证检验来对生态旅游概念进行了 

界定，如 Sirakaya对美洲由生态旅游供应商发展起来的操作型生态旅游定义进行了分析 ；Edwards对美国的 

战略生态旅游方针和定义进行了调查 ；Fennell从旅游业、学术文献和方针政策等角度对生态旅游的定义进 

行了研究 。上述对生态旅游概念的众多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了生态旅游的本质含义，但由于这些研 

究都不是以识别生态旅游概念中关键的标准和主题为直接目的的，无论是定性的理论分析还是定量的实证检 

验，都不能清晰地揭示生态旅游应该符合什么样的规则，而这却恰恰是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旅游者和旅游 目 

的地居民在实际的生态旅游过程中所关心的问题。正如 Bottrill所指出的，虽然生态旅游有这么多定义，但没 

几个能真正说清楚生态旅游这个术语的含义，因而有必要对生态旅游作进一步的定义，并制定出具体的评判 

标准  ̈。本文针对这样的问题，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最新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识别概念中所蕴含 

的生态旅游的标准规则，希望能通过这些标准规则对生态旅游进行有效地观察、测量和评估，解决生态旅游术 

① Allcock。A et a1．Draft National Ecotourism Strategy．Canberra。Australia：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Tourism．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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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在操作层面上的困惑，同时通过对最新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来为生态旅游概念的演化历程做出贡献。 

2 研究方法 

由于每个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都有一定的实践依据和观念背景，都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对所有的生态 

旅游概念进行分类十分困难。内容分析法是直接对单个样本作技术性处理，将其内容分解为若干个分析单 

元，评判单元内所表现的事实并进行定量统计描述的方法。Holsti将内容分析定义为“通过系统的客观地分析 

信息的特有属性来获得推论的技术” ；Ryan将内容分析定义为“将原文减少到以单元为变量的矩阵之中并 

对这个矩阵进行分析的技术”̈ 。简而言之，内容分析是基于对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对照、分类)来获得可复 

制的有效的推论的研究技术。由于内容分析方法允许研究者对所选择的生态旅游文献中的分析单元进行系 

统地分析，很容易识别在生态旅游文献中通用的主题，为了满足研究目标的需要，并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演化历 

程做出贡献，本研究应用了主题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中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步骤： 

(1)内容抽样 选取国内外近 10～15a内有影响力的40个生态旅游概念为总体样本。为使所选取的生 

态旅游概念能涉及到旅游研究的各个领域，概念的来源涉及到学术期刊(23个)，专著(8个)、会议论文(2 

个)、互联网(3个)、政府文件(3个)和新闻媒介(1个)等各个方面。样本的选取遵循以下标准；一是概念具有 

权威性，引用率高如 Ceballos．Lascurain，H．撰写的定义_l ；二是概念要有代表性，能充分反映学术界的观点如 

Fennell概括的生态旅游定义 ；三是概念的时效性，考虑到生态旅游的最新概念是在吸取了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提出来的，最新概念能反映出生态旅游的发展趋势，因而本研究所选择的生态旅游概念都是成文于 

1990年以后，其中一些国内概念是采用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如赵秉栋  ̈和杨永德  ̈等。 

(2)指标提取 对40个生态旅游概念进行分析，提取概念所遵循的生态旅游标准规则，应用聚类分析的 

方法将其归纳为 15个指标，并对这些指标建立分析框架。 

(3)评判记录 对标准进行编码处理，在分析框架中记录复选标记，把所有定义的确认标记制成表格，对 

有关生态旅游概念的主题标准进行频次计数，总和代表每一个观察标准在定义中出现的次数，在分析框架中 

记录编码测量的结果，并把结果输入表格，最后提取的主题以名词量表的形式出现在分析框架中。 

(4)信度分析 对标准列表进行测试，去除含糊的、重叠的、解释中的差异，保证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同时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可信，本文的第 1作者作为主评判员对40个概念的指标进行提取，第 2作者则作为比较评 

判员再次对40个定义进行随机抽样来测试主评判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内容分析方法的优点是研究内容易辨别和记录、研究结果易复制，可通过这些提炼和验证的主题标准获 

得生态旅游概念的核心内涵，从而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3 分析研究结果 

通过对近 10～15a内有影响力的40个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并参考 David的研究过程，本文识别出生态 

旅游概念中出现的 15个分析标准，它们是：利益分配、民主化、保护、监测和评估环境影响、教育 、影响管理 、冒 

险、道德规范／责任／意识、依赖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当地社区受益、规划管理、小规模(群体／企业)、文化、享受／ 

体验、自愿、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 

将提取的 l5个标准写入分析框架，为了从分析框架中清晰地反映出生态旅游研究的时间演化历程，本研 

究将分析框架中的概念按照成文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最左边的定义即是成文最早的定义。在分析框架中标 

明各个生态旅游概念所遵循的生态旅游标准规则，同时也显示各个观察标准的总和及每一个标准的排序(附 

表 1，2)①。通过上述研究过程，得到了 15个标准规则在 40个生态旅游概念中出现的频次统计情况(图 1)。 

从图 1可以看出提取的这些标准在生态旅游概念中出现的频次并不均衡，其中一些标准出现的频次高达 

85％，而一些标准却只有 2．5％，由此可见侧重点不同标准多样仍旧是生态旅游概念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恰 

恰证明了本研究识别生态旅游概念标准的必要性。同时，40个生态旅游概念的 15个标准在多样化的前提下 

① 由于一个表显示不下 40个生态旅游的概念，为了表达清楚，本文将中英文的定义进行了分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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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相当大的共性。有 6个标准在生态旅游概念中出现的频率超过了50％，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这些标准 

依次为：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其中85％的概 

念中提及生态旅游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72．5％的概念认为生态旅游最主要的预期结果是 自然生态得到保 

护。除了上述 6个标准规则以外，虽然旅游享受体验(47．5％)和文化熏陶(42．5％)在概念中出现的频率也较 

高，但考虑到其没有超过50％，因而在本研究中暂且不将其视为反映生态旅游概念的标准规则。其余的指标 

在生态旅游概念中出现的频率较低(小于20％)，其中监测和评估环境影响、小规模和冒险等标准出现的频率 

低于 10％，由于这些标准规则不能反映生态旅游概念的共性，因而不能作为生态旅游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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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旅游概念标准比较分析 

Fig．1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riteria in ecotourism definition 

为了对主评判员评判结果的可靠性进行检验，需要对结果进行信度分析，比较评判员之间的相互同意度。 

本研究的比较评判员在4O个概念中随机抽取了25(62．5％)个样本，其中国外概念 12个，国内概念 13个对主 

评判员的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其中二个评判员观点一致的标记为“1”，不一致的标记为“0”(附表 3，4)，不同 

研究者一致性比率达到或超过80％则主评判员的评判结果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通过计算，本研究编 

码内部的可靠性为90．7％，远远超过了 80％的基础标准。该结果证明可以用识别的这 6个指标规则来反映 

40个生态旅游概念的共性，对生态旅游活动进行评判。 

4 结论 

世界生态旅游峰会最终报告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使用了5个标准，这些标准被记录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章程 

之中  ̈。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产品、最小影响管理、环境教育、对保护做贡献和对社区做贡献。除世界旅 

游组织章程中的最小影响管理在本研究中是以伦理责任和可持续性替代之外，其余所使用的生态旅游标准本 

研究和世界旅游组织章程相一致。著名生态旅游专家 Fennell教授的研究报告也对经常出现在文献中的有关 

生态旅游概念的主题进行了提炼。它们是：生态旅游发生的地点、保护、文化、当地受益和教育。在 Fennell报 

告中的文化内容在本研究中被伦理责任和可持续性所取代，两种文献研究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是由于 Fenne11 

所研究的生态旅游概念所涉及的文献比本研究所谈及的生态旅游概念的文献范围要广，Fennell是对 80多个 

生态旅游定义进行了研究，而本研究的概念都是采用 l990年以后 10～15a内有影响的生态旅游定义内容。 

由于生态旅游的不断发展，最新的概念是在吸取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本研究更能显示出 

相对成熟的生态旅游的定义，可以很好地揭示生态旅游的时间演化进程。如通过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发现随 

着生态旅游的深入发展，生态旅游概念不断地多样化，国内外的旅游学者逐渐开始关注一些旅游影响定量监 

测方法的使用，如最小影响、民主化、小规模和对环境影响的监测评估等。 

通过对文献中生态旅游概念的比较我们发现，生态旅游概念集中在以自然为基础的主题一直没有改变．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余的5个标准——利益分配、保护／保持、环境教育、可持续性和伦理责任在关于生态旅 

游的定义中频繁出现。Fennell早期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他指出保护、教育、伦理、可持续性和当地受益这 

些标准能更好的代表生态旅游的最新定义。Fennell得出了与本研究相似的结果再次证明了本研究的全面 

性，暗示着本研究的结果能有效地反映生态旅游的主题。 

本研究将生态旅游看作是非常独特的旅游活动形式，通过对国内外近 10—15a内有影响力的4O个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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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概念的分析识别，证实了现有生态旅游概念的可变性。在使用的 15个标准中，有 6个标准被认为是在生 

态旅游概念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标准，他们分别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 

道德规范与责任和可持续性。本文以这 6个频繁出现在生态旅游概念中的标准为基础，结合先前的生态旅游 

概念，将生态旅游这一术语定义为：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旅游和伦理道德规范原则为指导，在旅游过程中强调 

环境教育、影响管理和社区受益，并为其所依赖的环境保护做贡献的负责任的自然之旅。 

由于生态旅游定义的可变性和丰富性，在未来有关生态旅游定义的研究中，为了更好的提炼和区分生态 

旅游标准，需要对生态旅游概念在操作层面进行检验。作者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将通过测试生态旅游概念在操 

作层面上的实用性来进一步对生态旅游的概念进行完善。随着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所关注的标准性、战略性和 

操作性等问题的收敛，对生态旅游的制度结构、生态旅游的应用、生态系统类型的进一步了解，一定会出现一 

个更具有活力的生态旅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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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国外生态旅游概念标准辨析 

Attached list 1 An Analysis of Criteria in Abroad Ecotourism Definitions 

国外 20个生态旅游概念标准辨析 Criteria for analysis in 20 abroad ecot。urism definiti。ns 。 “ 

分析 肌 血 ys 
· s ， s 川  。 z。 

R 

社区受益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to 
■  

community and others) 

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保护 Preservation／Conservation ’ 

监 测 和 评 估 环 境 影 响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环境教育 Education · · 

最小影响Minimizing Impacts 

小规模(群体，企业)Small scale(groups and 

enterprises) 

道德规范，责 任，意识 Ethics／Responsibility／ 
． 

Awareness 

依赖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Reliance on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规划管理 Management 

享受，体验 Enjoyment／Experience · 

文化 Culture · 

冒险 Adventure 

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 Nature．based · · · 

4 

0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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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 

l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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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l 

l 

· 在定义中出现的标准 Criteria 0bserved in deftnition，*在定义中标准出现的次数Total bservations，**排序 Rank based ON the number of observed 

appearances of the identified criteria 

附表2 国内生态旅游概念标准辨析 

Attached list 2 An Analysis of Criteria in Chinese Ecotourism Definitions 

丽丽 _ ri【eria f0r a蚰lysis i 20 Chinese ec。 rism deftnitiOUS[1,2‘ ： 
分析 机  an岫  

- ： s ， s ⋯  z ⋯  ⋯ s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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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areas 

规划管理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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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Natur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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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定义中出现的标准 Criteria 0bserved in deftniti0n。*在定义中标准出现的次数Total bservations。**排序Rank based 0n the nilmtJ~r of observed 

appearancesof theidentified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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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袭3 国外生态旅游概念的可靠性检验 

Attached list 3 Reliability Percentage Agreement Calculations of different intercoder 

社区受益 Di8t曲ution 第 1个研究者 Primary Researcher 。 。 ’ ‘ 。 。 

of Benefit8(to 第2个研究者 Secondary Researcher · · · · · · · · A =0．83 

community and othem) 同意度 Agreement Value 1 0 1 1 1 0 1 l 1 1 1 1 

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Bg=0．83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CE=0．916 

保护Preservation／Conservation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DE=1 

监测和评估环境影响 Monit。ring and assessment of 1 1 1 1 1 1 1 l 1 1 1 1 
： 1 

environmental impacts 

环境教育 Education 1 0 1 1 1 1 1 1 1 1 0 0 Fr 0．75 

最小影响 Minimizing Impacts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GE=1 

小规模(群体／企业)Small scale(groups and nterprises)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Hg=1 

道德规范／责任／意识 Ethics／Responsibility／Awareness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0．916 

依赖公园／保护区 Reliance on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JE=1 

规划管理 Management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KE=0．916 

享受／体验 Enjoyment／Experlence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Le=0．916 

文化 Culture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ME=I 

冒险 Adventure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NF=1 

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 Nature．based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O =0．916 

2O个国外定义综合一致性⋯ Total measure of intercoder agreement in abroad definitions RE=0．937(93．7％) 

在 20个定义中随机抽取 60％的样本；*第二个研究者与第一个研究者观点一致则记为 1。不一致为O；**对单一标准一致性的值( EII = 

吐+ E4+ E6+ E儿+ EI2+ EI3+ El5十 El̂+ EL7+ E忸+ EL9+ E2o／12)；***综合值(RE gIi_h A +曰F+c +D +E +F +c +HE+，E+ 

JE+KE+工F+肘F+  ̂+O ／15) Based on a random sampling of60％ of definitions；*Intercoder Agreement Values(1=Agreement。0=Non-Agreement)；* 

* Overall Measure of Agreement for Criteria in Abroad definitions(Xchi⋯ = c1+ c4+ ∞+ c7+xc8+ cl0+ cl】+Xcl2+XCI3+ c15+XCl7+ c18+鼻c1S／ 

12)；****Total Measure of intercoder agreement(Rch⋯ =Ac+曰c+Cc+Dc+ c+，c+Cc+ c+， +Jc+ Kc+ c+肘c+ r̂c+0c／15) 

附裹4 国内生态旅游概念的可靠性检验 

Attached list 4 Reliability Percentage Agreement Calculations of different intercoder 

社区受益 Distributi0n 0f第 1个研究者 Primary Researcher · · · · · · · · · 

Benefits(to community 第 2个研究者 Secondary Researcher · · · · · · · · Ac 0．92 

and others) 同意度 Agreement Value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B =0．92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1 0 0 0 1 0 1 1 1 1 1 1 1 C =0．7 

保护 Preservation／Conservation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Dc=0．92 

监测和评估环境影响 M0ni 。ri“g and assessment。f enVimnmental l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impacts 

环境教育 Education 0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F ；0．77 

最小影响 Minimizing Impacts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Gc=0．92 

小规模(群体／企业)Small scale(groups and nterprises) 1 1 1 1 1 1 1 1 l l l l 1 H =1 

道德规范／责任／意识Ethics／Responsibility／Awareness l 1 0 1 1 1 1 0 1 1 1 0 1 g 0．77 
依赖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Reliance on parks find protected areas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J =0．85 

规划管理 Management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K =1 
享受／体验 Enjoyment／Experience 1 1 1 1 1 1 0 1 1 1 1 0 1 L =0．85 

文化 Culture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M =0．92 

冒险 Adventure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N =0．85 

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 Nature．based 1 1 1 1 1 1 0 1 1 0 1 1 1 O =0．85 

垦 星 堡台一致性⋯ Total measure of intercoder agreement in Chinese definitions Rc=0．88 

说明同附表 3；4o个定义单一标准一致性值 T山I= E gIj h+ chi⋯ =靠＆+ + E6+ E1I+ 眦 + EI3+札15+ EI6+ EI7+ El8+ EI9+ 

XE20+XCI+ c4+XC6+XC7+ a +XC10+ c儿+XCI2+xCl3+ c15+XC17+ c18+"~CI9／25)Overall Measure of Agreement for Criteria in 4O ecotouriam 

definitions： T口t丘l Engli。h+Xchi ="gg2+XE4+ +XEII+ El2+ E13+XEI5+ El6+ E17+ El8+ El9+ ＆o+ cl+ c4+ + c7+ a+ clo+ 

XCII+"~C12+XC13+XCI5+-1~C17+ cI8+XCI9／2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