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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沙田柚组培苗移栽时接种 &B 真菌，从试验当天起定期采样对根系的 &B 真菌侵染情况和叶片的相对水分

含量、光合参数、叶绿素含量、&F& 含量、脯氨酸含量及植株茎和根系的 7、G、H 含量等进行测定。结果表明：C）&B
真菌侵染沙田柚组培苗根系过程非常迅速；"）接种 &B 真菌有利于提高沙田柚组培苗植株叶片叶绿素含量，增强光

合产物的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植株叶片的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显著降低叶片 &F& 含量增加的速度，减轻植株受

水分胁迫的程度；有利于植株更有效地吸收水分，显著提高叶片相对水分含量，促进幼苗的生长，提高幼苗的抗旱能

力；D）接种 &B 真菌有利于沙田柚对 7、G 的积累，其中又以 G 含量的提高尤为明显；促进组培苗的生长发育，使植株

的鲜重显著增加，茎鲜重增加尤为显著。研究认为接种 &B 真菌的方法简单易行，有助于沙田柚度过干旱期而提高

种植沙田柚的经济效益，可在重庆市大面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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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丛枝菌根真菌（&(K-<@-0/( 8>@,((36L/0 1-.4-<，简

称 &B 真菌）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类

真菌，其能与绝大多数的高等植物（ 主要是草本植

物及少部分木本植物）形成共生体系［C］，并可以提

高植物在逆境如缺 G、干旱等条件下的生存能力［"］。

干旱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关于 &B 真菌与植物水分

关系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受到国内外有关研究者的重

视。多数人将 &B 真菌的接种时间选择在组培苗的

驯化培育阶段（炼苗期），因为此时接种 &B 真菌对

组培苗的生长与养分吸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

提高组培苗移栽成活率、加快驯化进程等方面十分

有益［D］。用 &B 真菌接种宿主植物组培苗，可显著

提高组培苗移栽存活率及生物量，同时也减少了化

学合成品的施用［%I*］。沙田柚在我国柚类资源中占

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其种植面积占柚类种植总面积

的一半以上。重庆市夏季气温高，干旱频发而严重，

对沙田柚生产十分不利。由于沙田柚生长对 &B 真

菌有很高的依赖性，且 &B 真菌也可提高沙田柚果

实的品质［E］，故本文以重庆市长寿区沙田柚为研究

对象，通过对其组培苗炼苗期接种 &B 真菌，研究

&B 真菌对沙田柚水分生理及生长效应，为有效解

决重庆市各区县沙田柚抗旱问题提供新思路，并为

有关促进沙田柚生长发育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C 材料与方法

C) C 材料处理

供试 &B 真菌菌种为摩西球囊霉（!"#$%& $#&’
&()(）和珠状巨孢囊霉（!*+)&,#-) $)-+)-*.)）混和菌

种，购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国际菌种保藏中心。

供试土壤基质为菜园土与珍珠岩混合配制的营养

土，两者混合的体积比为 DM C，使用前经高压灭菌 "
3。菌根真菌接种方法为：在育苗容器（ 底部有孔的

塑料钵，E) J @8 NO) J @8 NJ) # @8）大小内装入灭菌

的土壤基质，达 D P % 容器高度。用 C P " 浓度的 Q,/4I
0/.R 营养液湿润基质，在每个基质表面均匀接种

C## 4 含有摩西球囊霉和珠状巨孢囊霉的三叶草菌

根根段、根外菌丝和约 % ### 个 &B 真菌孢子的混

和菌剂，再加入 " 8S 大约含有 CO# T "## 个 &B 真

菌孢子的悬浮液，作为补充接种剂，再将接种剂用相

同营养土覆盖。

试验采用对长寿沙田柚组培实生幼苗炼苗期接

种 &B 真菌（ 试验组）和不接种 &B 真菌（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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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处理，其具体方法为：在温室条件下，选 !"" 株

生长约 !" # 左右，苗高约 $ %& 并有 $ ’ ( 片真叶的

较整齐一致的健康组培苗，将根用蒸馏水洗净后，随

机分为两组，各 )$" 株。将移植到含有摩西球囊霉

和珠状巨孢囊霉混和接种剂的塑料容器内作试验

组，移植到不接种的容器中作对照组。两组材料均

为每盆 ) 株，且两组材料随机摆放于温室大棚中。

将所有组材料保持在土温 *$ ’ *+ ,、气温 ** ’
*+ ,、光合光量子通量 ) """ !&-.·& /* ·0 / )、光

照 )( 1 的温室条件下生长。温室的平均最低和最

高相对湿度分别为 (*2 和 3*2。所有的容器苗每

周施肥一次，每次施用 )"" &4 营养液，其中每次的

5 施用量为 )) !6·&4 /)。

)7 * 指标测定及数据分析

从试验当天起定期采样，采样日期为第 "、8、(、

3、)*、)(、*"、*8、*3 和 !* #。每次采样时，每处理组

随机采 )* 株幼苗，每株幼苗从上往下取第三、第四、

第五片真叶用作试验，设 ( 个重复。同时，每处理随

机采 ( 株幼苗，取根尖先端长约 * %& 的根段，每处

理观察 )( 条根尖，8 次重复。根系中 9: 真菌侵染

情况的测定参考 51;..;<0 和 =>?&>@ 的方法［3］，叶片

的相对水分含量的测定参考任安芝等人的方法［A］，

叶绿素含量测定方法为何若!的方法［)"］，9B9 含量

测定参见文献［))］，叶片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和蒸

腾速率测定参见文献［)*］，叶片脯氨酸含量参见文

献［)!］。其中叶片 9B9 含量和脯氨酸含量测定到

第 *8 # 结束，第 !* # 测定植株生长情况的叶片数、

叶面积、株高、茎和根系的鲜重及植株茎和根系的

C、5、D 含量［)8］。

测定所得数据用平均值 E 标准误（:F>@ E GH）

表示，用 G5GG)!7 "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有关统计分

析。

* 结果与分析

*7 ) 接种 9: 真菌的侵染过程

由图 ) 可见，沙田柚组培苗炼苗期接种 9: 真

菌后，试验组苗观察到大量 9: 真菌的侵染。侵染

的过程非常迅速，随着接种天数的增加菌根侵染率也

不断地增加。菌根侵染率在接种后的前 )( # 增加得

较快，以后增加的速度逐渐减缓并基本达到稳定。

*7 * 对叶片相对水分含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图 *），沙田柚组培苗移栽到温

室后的前 3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幼苗叶片相对水分

含量都遭受一个急剧下降的水分胁迫阶段，但试验

组叶片含水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I "7 "$）；)* # 以

后，叶片相对水分含量均稳定在 A"2 以上。这表明

接种 9: 真菌的幼苗能明显降低水分胁迫对幼苗的

伤害，提高幼苗的抗旱能力。

图 )J 9: 真菌对沙田柚组培苗根的侵染过程

图 *J 接种 9: 真菌对叶片相对水分含量的影响

*7 ! 对叶片蒸腾作用的影响

图 ! 显示，沙田柚组培苗移栽到温室后，从接种

到度过水分胁迫整个过程中，试验组幼苗叶片的蒸

腾速率和气孔导度基本上都高于对照组。当幼苗经

历水分胁迫高峰时，试验组和对照组幼苗叶片的蒸

腾速率分别为 "7 ")3、"7 ")8 &&-.·& /* ·0 / )；气孔

导度分别为 "7 *"、"7 )( &-.·& /*·0 / )。这表明 9:
真菌有利于提高植株叶片的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

使植株更有效地吸收水分，提高植株的相对含水量，

减轻植株受水分胁迫的程度。

*7 8 对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从图 8 可见，幼苗从移栽到第 3 # 光合速率非

常低，移栽当天仅 87 ) !&-.·& /* ·0 / )，当幼苗在

脱水高峰即第 3 # 时，试验组幼苗叶片的光合速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 I "7 "$）。试验结束时，试验组和

对照组的幼苗叶片的光合速率比移栽时分别增加了

!7 A 和 !7 $ 倍，表明沙田柚组培苗接种 9: 真菌有利

于提高沙田柚水分胁迫阶段叶片的光合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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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接种 #$ 真菌对叶片蒸腾作用的影响

图 %" 接种 #$ 真菌对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 (" 对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经历水分胁迫阶段后，实验组的叶片叶绿素含

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 *’ *(），表明 #$ 真菌有利于

提高植株正常水分条件下的叶绿素含量，增强光合产

物的生产能力，促进幼苗生长。但是在水分胁迫阶

段，#$ 真菌对幼苗的叶绿素含量作用不明显（图 (）。

图 (" 接种 #$ 真菌对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 + 对叶片 #,# 和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图 + 和图 -），当幼苗移栽后的

&% . 内，叶片都检测到有 #,# 和脯氨酸；当幼苗经

历水分胁迫高峰（ 接种后第 / .）时，试验组和对照

组幼苗叶片的 #,# 和脯氨酸含量急剧上升。但是

试验组幼苗叶片的 #,# 和脯氨酸含量显著低于对

照组（! ) *’ *(）；水分胁迫解除后，试验组的仍保持

比对照组的低。这表明沙田柚组培苗接种 #$ 真菌

能显著提高植株的耐水分胁迫程度，减轻幼苗遭受

水分胁迫的影响。

图 +" 接种 #$ 真菌对叶片 #,# 含量的影响

图 -" 接种 #$ 真菌对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 - 对植株 0、1、2 含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表 3），沙田柚组培苗炼苗期接

种 #$ 真菌对植株的矿质养分积累有重要作用，试

验组的茎和根系的 0、1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其中

1 含量的提高尤为明显。试验组的幼苗 2 含量与对

照组的幼苗相比差异不显著，表明 #$ 真菌对沙田

柚组培苗的 0、1 吸收有促进作用，但是对 2 的积累

作用不明显。

&’ / 对植株生长效应的影响

由表 & 可见，#$ 真菌能显著促进沙田柚组培

苗的生长发育，使植株的鲜重显著增加，茎鲜重增加

尤为显著，根系鲜重增加不明显，导致植株根冠比降

低。#$ 真菌对植株的高度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使植株叶片数和叶面积显著增加，图 / 直观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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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状况。

表 !" 接种 #$ 真菌对沙田柚组培苗 %、&、’ 含量的影响 (

元素
茎

试验组 对照组

根系

试验组 对照组

% )* +, - .* )/0 )* .1 - .* )!2 )* 33 - .* ).0 )* !) - .* )12

& .* !4 - .* .)50 .* .3 - .* .),2 .* .3 - .* .),2 .* .,1 - .* .!)2

’ .* ,1 - .* !+ .* 34 - .* !1 !* .) - .* !/ !* .! - .* !3

" " 注：上标不同字母表示试验组与对照组数据间有显著性差异（ !
6 .* .1），下同。

表 )" 接种 #$ 真菌对沙田柚组培苗生长效应的影响

生长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茎鲜重 7 8 /* 4! - .* ))0 )* +1 - .* !,2

根系鲜重 7 8 !* 5) - .* !3 !* /4 - .* )/

株高 7 9: !/* 1+ - .* 1!0 !.* 5, - .* 5.2

根冠比 .* +! - .* !)0 .* 13 - .* .,2

叶片数 7 片 !)* /5 - !* /!0 4* !1 - .* 312

叶面积 7 9:) !* ,! - .* )/0 !* )3 - .* !42

图 ," 未接种和接种 #$ 真菌沙田柚组培苗外形对比

/ 讨论

#$ 真菌的侵染沙田柚组培苗的过程与其他学

者研究的结果类似，但是不同的是，丛枝和泡囊产生

的时间不同。例如，熊丙全在丛枝菌根真菌对葡萄

苗木侵染［!1］时，在接种 ) 周时少量菌丝侵入，侵染

率较低，丛枝开始形成，没有泡囊产生，直到接种 +
周时才有少量胞间泡囊，在第 1 周时进入持续侵染

时期。本试验在第 + ; 产生丛枝，在第 5 ; 产生泡

囊，在第 !) ; 后增加的速度逐渐减缓并达到稳定。

经过比较，其有所差别的原因可能是研究中温度和

湿度不同，采用的营养液不同，另外采用的植物材料

不同。这说明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环境会造成 #$
真菌的侵染过程有差异，但是都会有经过了一个迅

速增加然后逐渐减缓并基本达到稳定的一个过程。

目前关于丛枝菌根提高植物抗旱性的途径有：

!）菌丝对水分的直接吸收作用———干旱条件下菌

丝可利用根系无法利用的土壤水分，改善植株水分

状况，提高植株抗旱性；)）通过菌丝吸收养分，如增

加 &、<= 等元素吸收量来改善植株营养水平，促进

植株的生长，增大根系吸收面积；/）丛枝菌根通过

改变植物内源激素平衡状况来间接影响植物的水分

代谢，提高植株的抗旱性［!5］。这些都在本研究中得

到了很好验证。本实验中组培苗移栽后的前几天都

要经历一个相对水分含量急剧下降的水分胁迫阶

段，此期间幼苗通过增加 #>#、脯氨酸的含量［!3］，降

低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等来避免植株的过分脱水。

沙田柚组培苗受水分胁迫期间，#$ 真菌能帮助提

高相对含水量，促进幼苗的生长，增强幼苗的抗旱能

力。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4］。但是对沙田

柚组培苗接种 #$ 真菌菌种的方法，优良菌种的选

择，以及 #$ 真菌如何帮助沙田柚苗抗旱的机理需

进一步研究。

本试验表明接种了 #$ 真菌的沙田柚组培苗，

在炼苗期有利于对矿质营养的吸收以及叶绿素含量

增加，光合速率有显著提高；叶片的光合能力提高；

植株的鲜重显著增加，茎鲜重增加尤为显著，导致植

株根冠比降低，有利于促进幼苗的生长。与前人研

究相似［).］。另外，本试验中沙田柚组培苗接种 #$
真菌对 %、& 积累均有显著的增强作用，其中 & 含量

的提高尤为明显。这体现出了 #$ 真菌改善植物的

矿质养分、改善组培苗对矿质养分的吸收［)!］的功

能、导致植株的矿质养分增加和光合能力增强促进

其生长发育的功能。但是 #$ 真菌如何帮助沙田柚

苗提高植株对矿质养分的吸收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重庆市夏季气温高、旱灾频发，特别是 )..5
年夏季特大干旱给重庆市各区县水果生产造成极大

影响。从本研究可见，接种 #$ 真菌可以提高沙田

柚自身抗旱性，有利于沙田柚度过干旱期；并且，接

种 #$ 真菌的方法简单易行，可提高种植沙田柚的

经济效益，因此这一方法可在重庆市大面积推广使

用。

参考文献：

［!］@:ABC D #，@:ABC @ E* @BFG9BGF0H ;AIJFKABL A=（ IJKA9GH0F）?
0F2GK9GH0F :L9MFFCAN0H KL:2AMKJK［ O］* &H0=B @MAH，!44!，

!/3：/3/?/,,*
［)］#G8J P $，DMKBJF O Q，RMJK9CJF S T，JB 0H* @L:UH0KBA9

:M2AHABL MV VFJJ 0 :A=M 09A; 0=; KG8=FK A= FMK0 FMMB WABC FJ?
80F; BM I0 :L9MFFCAN0J 0=; ;FMG8CB［ O］* @L:2AMKAK，!44)，

!)：!?!3*
［/］王真辉* 菌根真菌在植物组培苗生产技术中的应用［ O］*

热带农业科学，)..!（1）：3.?3,*
［+］>G;A @ S，XMF;AJF X，YFMGIJHMB #，JB 0H* #F2GK9GH0F :L?

9MFFCAN0 0K 0 W0L MV UFM:MBA=8 KGKB0A=02HJ 8FMWBC MV :A9FM?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CBBU：7 7 WWW* 9Z=G[* 9=" " " " " " " " " " 第 )5 卷



!"#!$%$&’( !)$*&+［ ,］- ./&$ 0#"&1/2)&2"’$，3445，678：839
88-

［7］:$*#9;’)# . <，=$%%1* > ,，?1;$ , <- @AA’/& #A $"B29 +/29
)$" ;C/#""D1E$) A2*%1 #* $//)1;$&1E$&1#* #A ;1/"#9 !"#!$%$&’(
B$*$*$ !)$*&)’&+［,］- <C/#""D1E$，3444，4（F）：33493FG-

［H］."1$+ I，J)$*/# I，K$"%$+ L- @M$)2$&1#* #A 1*A’/&1M1&C #A $"9
B2+/2)$" ;C/#""D1E$ 1* ;1/"#!"#!$%$&’( B$*$*$ !)$*&+（!"#
$% ...，/M- K$)’"C）(2"1*% %"’’*D#2+’ $*( *2"+’"C !D$+’+

［,］- N>LJ.O.，3444，F7（7F）：38G9355-
［8］杨晓红，罗安才，李道高，等- 大田接种 .< 真菌对成年

结果柚树果实品质的影响［,］- 西南园艺，FPPF，GP（=3）：

894-
［5］QD1))1!+ <，0$C;$* R =- S;!"#M’( !"#/’(2"’+ A#" /)’$"1*%

"##&+ $*( +&$1*1*% !$"$+1&1/ $*( M’+1/2)$" $"B2+/2)$" ;C/#"9
"D1E$ A2*%1 A#" "$!1( $++’++;’*& #A 1*A’/&1#*［ ,］- T"$*+$/9
&1#*+ #A J"1&1+D <C/#)#%1/$) =#/1’&C，348P，77：37593H3-

［4］任安芝，高玉葆，李侠- 内生真菌感染对黑麦草若干抗旱

生理特征 的 影 响［ ,］- 应 用 与 环 境 生 物 学 报，FPPF，5
（7）：7G797G4-

［3P］何若!- 叶绿素含量测定［,］- 新农业，345P（G）：G39GF-
［33］张志伟-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 第 G 版- 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FPPG：3479348-

［3F］邹琦-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FPPP：39343-
［3G］瞿伟菁- 现代植物生理学试验指南［<］- 北京：科学出

版社，3444：3569FPH-
［36］鲍士旦- 土壤农化分析［<］-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FPPP：39647-
［37］熊丙全- 丛枝菌根真菌对葡萄苗木生长及其抗旱效应

影响的研究［R］- 重庆：西南农业大学，FPP7-
［3H］R2&"$ Q K，.B$( <，.);’)$ K，’& $)- .2U1* 1*&’"$/&1#* V1&D

&D’ M’+1/2)$"9$"B2+/2)$" ;C/#""D1E$) A2*%2+ &’(!"$ )*#
+,%,%-)./$ =/D’*/W X =;1&D 1;!"#M’+ M’%’&$&1M’ %"#V&D #A
&V# "##&+&#/W+［,］- =/1’*&1$ 0#"1/2&2"$’，344H，HH：8895G-

［38］汤章城- 游离脯氨酸与高梁苗的抗旱性［ ,］- 植物生理

学通讯，345H（G）：F49G3-
［35］贺学礼，赵丽莉，李生秀- 水分胁迫及丛枝菌根接种对绿

豆生长的影响［,］- 核农学报，3444，36（7）：F4P9F46-
［34］刘润进- K. 菌根对湖北海棠实生苗水分状况的影响

［,］- 莱阳农学院学报，3454，H（3）：G69G4-
［FP］郭秀珍，毕国昌- 林木菌根及应用技术［<］- 北京：中国

林业出版社，3454：39GP7-
［F3］唐振尧，万兆良- 菌根接种对柑桔磷素营养和生长效应

似研究［,］- 土壤学报，345P，38（6）：GGH9G68-

!"#$%&"’&( )# *+ ,%"-. )" /0)123 4"5 642&0 7’)839(.)$)-9 )# /0)%8&5 :342.4"
;)<&$) =%0."- >%$2.?42."- 4"5 @04."."- ;&0.)5(

012& 3(*43，5672& 8)*#9"3，:;7 6"%#<)*4F，012& :)%(#=(*4G

（3- N#))’%’ #A .%"#*#;C $*( J1#&’/D*#)#%C，=#2&DV’+& Y*1M’"+1&C，ND#*%Z1*% 6PP83H；

F- ND#*Z1*% N#;;2*1/$&1#*+ L’+’$"/D $*( R’+1%* S*+&1&2&’，ND#*%Z1*% 6PPPH8；

G- N#))’%’ #A 0#"&1/2)&2"’ $*( ?$*(+/$!’ ."/D1&’/&2"’，=#2&DV’+& Y*1M’"+1&C，ND#*%Z1*% 6PP83H，ND1*$）

*A(204’2：:#2*% !)$*&+ #A =D$&1$* !#;’)# +D$((#/W $"’ 1*#/2)$&’( V1&D $"B2+/2)$" ;C/#""D1E$) A2*%1 (2"1*% &"$*+!)$*&$&1#*- I"#; &D’
/#;;’*/’;’*& #A &D’ ’U!’"1;’*&，&D’ /#*(1&1#* #A &D’ $"B2+/2)$" ;C/#""D1E$) A2*%1 1* &D’ "##&9+C+&’;，&D’ /#;!$"$&1M’ V$&’" /#*&’*& #A
&D’ )’$A B)$(’，&D’ !$"$;’&’"+ #A &D’ !D#&#+C*&D’+1+，&D’ /#*&’*& #A &D’ /D)#"#!DC))，.J.，!"$)1*’ $*( &D’ O，Q，[ /#*&’*& #A +&’; $*(
"##&+ $"’ +$;!)’( !’"1#(1/$))C- TD’ "’+2)&+ +D#V &D$& &D’ /#2"+’ #A .< A2*%1 1*A’/&1#* 1+ M’"C A$+& $*( 1*#/2)$&1*% $"B2+/2)$" ;C/#""D1E$)
A2*%1 &# C#2*% !)$*&+ 1*/"’$+’+ &D’ /#*/’*&"$&1#* #A /D)#"#!DC))，+&"’*%&D’*+ &D’ VD#)’ #2&!2& #A !D#&#+C*&D’+1+ $*( "$1+’+ &D’ &"$*+!1"$9
&1#* "$&’ #A )’$A $*( +&#;$&$) /#*(2/&$*/’- <’$*VD1)’ 1& (’/"’$+’+ &D’ .J. /#*&’*& #A )’$A，$*( $)+# $B$&’+ &D’ )’M’) #A !)$*& V$&’"
!"’++2"’- \D$& 1+ ;#"’，1& /$* $B+#"B &D’ V$&’" ’AA’/&1M’)C，’*D$*/’ &D’ /#;!$"$&1M’ V$&’" /#*&’*&，!"#;#&’ &D’ %"#V&D #A +’’()1*%+
$*( 1;!"#M’ $B1)1&C #A +’’()1*% &# "’+1+& ("$2%D&- S* &D’ ;’$* &1;’，1*#/2)$&1*% $"B2+/2)$" ;C/#""D1E$) A2*%1 &# C#2*% !)$*&+ V1)) A$/1)19
&$&’ &D’ $//2;2)$&1#* #A O，Q（’+!’/1$))C 1;!"#M’ &D’ /#*&’*& #A Q），+!’’( 2! &D’ %"#V&D #A C#2*% !)$*&+，1*/"’$+’ )1M’ V’1%D& #A +’’(9
)1*%，’+!’/1$))C #* +&’;- S* $((1&1#*，$"B2+/2)$" ;C/#""D1E$) A2*%1 1*#/2)$&1#* ;’&D#( 1+ +1;!)’- S& /$* #BM1#2+)C D’)! =D$&1$* !#;’)#
&D"#2%D &D’ ("#2%D& !’"1#( $*( 1;!"#M’ &D’ ’/#*#;1/ B’*’A1&+，TD1+ $!!"#$/D /$* B’ 2+’( 1* $ )$"%’ $"’$ 1* ND#*%Z1*% /1&C-
B&9 1)05(：$"B2+/2)$" ;C/#""D1E$) A2*%1；=D$&1$* !#;’)#；V$&’" +&"’++；("$2%D&9"’+1+&$*/’；%"#V&D

（责任编辑] 方] 兴）

7K#)- FH O#- F] ] ] ] ] ] ,#2"*$) #A ND#*%Z1*% O#";$) Y*1M’"+1&C（O$&2"$) =/1’*/’）] D&&!：̂ ^ VVV- /Z*2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