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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混合图的框架下，给出网络上路段、路径、路径系统、路段 !"#"流、路径 !"#"流及正向路径 !"#"流等定义，并表明

无圈路径系统上的最大流一定是正向路径 !"#"流。设计一个分解路段 !"#"流为路径 !"#"流的多项式时间的分解算法，

并做算法分析证明其可行性与复杂性。给出并证明一个表现分解前后的路段流与路径流之间关系的分解定理。给

出并证明关于路段 !"#"流的收发点的流量守恒公式。进一步讨论两种流的互相转化及其有关性质，特别地，给出了

它们互相转化的方式，并证明了当它们互相转化时流值不变。此项工作改进与推广了 J*,K 和 J+-L8,9*’，B*,:8 和 >;D

18’ 及其它学者关于 !"#"流的基础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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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48:O*,L .-*O）是一项既古老又年青的数学研究内容。早在上个世纪的中叶 J*,K 和 J+-L8,9*’ 关

于网络流的系列工作就奠定了网络流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基础［$DH］。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

别是计算机的飞速发展，实际中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网络流问题，顺应着这一时代的潮流，理论界关于

网络流的研究蓬勃发展，有关成果与日俱增，参见文献［IDG］。尽管如此，就目前的文献状况来看，网络流的

基础理论还不够完善，应用技术还需要大力地加强。本文试通过定义混合图网络上的路段 !"#" 流与路径 !"#"
流，给出一个分解路段 !"#" 流为路径 !"#" 流的多项式算法和改进 J+-L8,9*’ 关于 !"#" 流的分解定理等工作，为

促进网络流理论及其应用的发展做一份贡献。

$ 预备知识

本节简略地介绍必要的基础知识。

定义 $! 设 $ P（%，&）是一个图（Q,&R0），这里 % 表示该图的全体顶点（>8,:3=89），& 表示其全体边（SKD
189）；当它的每一条边都无方向时，称其为一个无向图（6’K3,8=:8K 1,&R0）；当它的每一条边都有方向时，称其

为一有向图（?3,8=:8K 1,&R0）；当它既有无方向的边，又有有方向的边时，称其为一混合图［)D$#］。

以下当无特殊说明时，所提到的图均可为此 H 种图中的任何一种。

定义 "! 设 $ 是一个图，’：&"!"（ (（#，) !））是一个 & 到 ! T 的单值映射，二元组合（$，’）叫做一个

网络（48:O*,L），映射 ’ 称为 $ 上一个容量（/&R&=3:;）。

定义 H 关于网络（$，’），设 *# &，+ 和 , 是 * 的两端点，称（+，*，,）为一个以 * 为边的路段，记为 -（*）。下

面分别用 .（-）和 /（-）表示其始点和终点（当 * 有向时，+ 应为始点，, 应为终点；当不必指出 * 时，将（+，*，,）简

记为（+，,）；当 * 为无向边时，用 - 0 来表示路段（+，*，,））。设 +，1$，1"，⋯，12，,# %，（+，1$），（1$，1"），⋯，（12，
,）是一组无重复边的路段，由这组路段依次首尾相接组成的图形叫做一条 +"," 道路（+","O&-L）；当 + ( ,
时，称这一道路是闭的。除始点 + 和终点 , 以外没有重点的道路叫做一条 +"1" 路径（+"1"R&:0），记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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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 % 时，称 & 为一个路径圈（#$%&’$( )*(+ ,% &-&./ )*(+）。%’#’ 路径也叫做负向的 #’%’ 路

径。关于 (，)# *，设 是一族 )’(’ 路径， 是一族 (’)’ 路径， 是不同时过 ( 与 ) 的圈组成的集合，则 $
（ $ $ ）称为一个 (’)’ 路径系统。当 $ %时，称其为无圈的路径系统；当 $ %， $ %时，称其

为正向 (’)’ 路径系统；当 为 + 中的全体正向 (’)’ 路径时，称其为 + 上的最大正向 (’)’ 路径系统。

定义 01 给定网络（+，,），设 $ ｛-（.）：.# /｝，(，)# *，若映射 0： " !" 满足

0（ -）& ,（.），. 是 + 的有向边

0（ -）1 0（ - 2 ）& ,（.），. 是 +{
的无向边

，’.# / 和 - $ -（.） （!）

(
-#32（!）

0（ -）$ (
-#31（!）

0（ -），’!#（* 2｛(，)｝）（中介点守恒公式） （"）

这里，32（!）$ ｛-# ：4（ -）$ !｝，31（!）$ ｛-# ：5（ -）$ !｝，则称 0 为（+，,）上的一个路段（弧段）(’)’

流，简称 (’)’ 流，或流；!（ 0）$ (
.#31（ (）

0（.）2 (
.#32（ (）

0（.）称为 0 的流值。（+，,）上的全体流记为 3［（+，,）］，通常

称 ( 为发货点，) 为收货点。

定义 21 设 为（+，,）上的一个 (’)’ 路径系统。若映射 6： " !" 满足

(
.#/（&），&#

6（&）& ,（.），’.# / （3）

则称 6 为（+，,）上的一个路径 (’)’ 流，或 上的 (’)’ 流，简称 上的流，这里 /（&）$ ｛.：& 经过边 .｝；称

*（6）$ (
&#

6（&）2 (
&#

6（&） （0）

为 6 的流值。 上的全体流记为 3［ ］。当 $ %或 6 在 上为4 时，称 6 为 上无逆 (’)’ 流；当（ $ ）$ %
或 6 在（ $ ）上为 4 时，称 6 为 上的正向 (’)’ 流。

命题 !1 设 6 为路径系统 上的一个流，!# *（ ）（这里，*（ ）表示 中路径上的点的全体），令

32
&（!）$ ｛&：&# ，存在 # 使（#，!）# （&）｝，31

&（!）$ ｛&：&# ，存在 % 使（!，%）# （&）｝

这里 （&）$ ｛-：-# &｝，则当 !) (，) 时，有 32
&（!）$ 31

&（!），且

(
&#31&（!）

6（&）2 (
&#32

&（!）
6（&）$ 4（中介点守恒公式） （2）

证明 1 设 &# ，由于 !) (，)，当存在 ## *（ ）使得（#，!）# （&）时，有唯一的 %# *（ ），使得

（!，%）# （&）；反之亦然。因此，命题成立。 证毕

定义 51 给定的网络（+，,）和 (，)# *，问题在（+，,）上找一流 0! 使得

*（ 0!）$ 6*7｛*（ 0）：0# 3［（+，,）］｝2 7&8（+，,） （5）

称为（+，,）上的最大 (’)’ 流问题，简称最大流问题（8*7$6’6 9.,: )%,;./6<）。其中的 0! 叫做（+，,）上的一个

最大流或最大流问题（5）式的一个解。设 为（+，,）上的一个路径系统，找 上的流 6! 使得

*（6!）$ 6*7｛*（6）：6# 3［ ］｝$ 7&8（ ） （=）

称为 上的最大流问题。

命题 "1 无圈路径系统 上的最大流一定是正向流。

" 分解算法

这节将给出一个将路段 (’)’ 流分解为路径 (’)’ 流的算法，并进行算法分析和根据所建构的算法给出 (’)’
流的分解定理及有关推论。

算法 !1 （子程序）输入：网络（+，,），(，)# * 和（+，,）上的一个满足｛-# ：9（ -）: 4｝)%的 (’)’ 流

9；输出：*）（+，,）上的一条 (’)’ 流路径或一个路径圈（不同时过 ( 和 )）&! 与正的权 %（&!）；;）（+，,）上的

一个满足 ｛-# ：9!（ -）: 4｝ ; ｛-# ：9!（ -）: 4｝的 (’)’ 流 9!。这里 ｛·｝表示集合｛·｝中的元素

的个数。

!）从｛-# ：9（ -）: 4｝中取 -!，并置 <：$ 4，=：$ !，!<：$ 5（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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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 #，$，执行 "）；若 !" % $，执行 ""）；若 !" % #，执行 """）。

"）若 !" #｛!&，⋯，!"’#｝，从｛!&，⋯，!"’#｝中找 !"( 使 !"( % !"，令 )! %［!"(，!"(*#，⋯，!"］，转 $）；否则，从 中

找（!"，!"*#）使 +（（!"，!"*#））, %，并置 "：% " * #，然后转 !）。

""）若 !& #｛!&*#，⋯，!"｝，从｛!&*#，⋯，!"｝中找 !&( 使 !&( % !&，令 )! %［!&，!&*#，⋯，!&(’#，!&(］，转 $）；若 !& %
#，令 )! %［!&，!&*#，⋯，!"’#，!"］，然后转 $）；否则，从 中找（!&’#，!&）使 +（（!&’#，!&））, %，置 &：% & ’ #，转 ""）。

"""）若 !&#｛!&*#，!&*!，⋯，!"｝，从｛!&*#，!&*!，⋯，!"｝中找 !&( 使 !&( % !&，令 )! %［!&，!&*#，⋯，!&(’#，!&(］，转$）；

若 !& % $，令 )! %［!&，!&*#，⋯，!"’#，!"］，然后转 $）；否则，从 （-）中找（!&’#，!&）使 +（（!&’#，!&））, %，置 &：%
& ’ #，转 """）。

$）置 .（)!）% &"’｛+（ /）：/# （)!）｝，做 +! 如下

+!（ /）%
+（ /），/* （)!）

+（ /）’ .（)!），/# （)!{
）

，/#

停机。

命题 $( 算法 # 是可行的，其运算的复杂性为 0（1$），这里 2 % 3 ，1 % 4 。

证明 ( 设（!%，!#）# 且 +（（!%，!#））, %，在 中找（!#，!!），⋯，（!"’#，!"）使［!%，!#，!!，⋯，!"’#，!"］为-中

的路径且 +（（!5’#，!5））, %（#& 5& "），当 !" 为 #，或 $，或与某已出现的点重合时停止搜索，称这一做法为一

个（!%，!#）出发的向前运动；在 中找（!’#，!%），（!’!，!’#），⋯，（!&，!&*#）使［!&，!&’#，⋯，!’#，!%］为 - 中的路径，

且 +（（!5，!5*#））, %（ && 5&’ #）。当 !& 为 #，或 $，或与已出现的某点重合时停止搜索，称这一做法为一个从

（!%，!#）出发的向后运动，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运动，只要不碰上 #，或 $，或重点就可以继续进行；另一方面，

由于 4 中只有 1 个点，它们最多走 1 步，而绝不会无限地进行；这也就是说其结果必然是因为碰上了 #，$ 或重

点而停止。根据这一事实和算法 # 的具体过程可知，算法 # 经有限次运算后停机，并在停机时输出一条 #6$6 路

径或一个路径圈 )!。至于结论输出权 .（)!）和 +! 是显然的。

最后，根据 .（)!）的定义，命

7（ /）%
%，/* （)!）

.（)!），/# （)!{
）

，/#

则 7 是一个流且 7& +，从而 +! % + ’ 7 也是一个流，且至少在一个路段上有 +! % % 而 +) %。这也就是说，

输出 +! 是满足 /# ：+!（ /）, % 8 /# ：+（ /）, % 的 #6$6 流。

综上，算法 # 是可行的。现再进一步分析其复杂性。该算法共 $ 大步，步 #）仅几次运算；由于向前运动和

向后运动最多走 1步，而每步至多 1次运算就可以完成，所以步!）的运算次数是0（1!）；由于一个 #6$6路径或

路径圈中最多含有 1 个路段，步 $）的运算次数是 0（1），所以算法 # 的复杂性为 0（1$）。 证毕

算法 !( （分解算法）输入：网络（-，9），#，$# 4 和（-，9）上的一个｛/：/# ，:（ /）, %｝)%的 #6$6 流 :。
输出：)）（-，9）上的一个 #6$6 路径系统 ；*） 上的一个流 ;，且 ;（)）) %，’)# 。

#）置 5：% %，:5 % :， ：% %。

!）若｛/：/# ，:（ /）, %｝)%，置 < % 5，停机；否则，置 +：% :5，调用算法 # 求出 )!，.（)!）和 +!，

然后，令 )5 % )!， ：% $｛)5｝，;（)5）% .（)!）；再置 5：% 5 * #，:5 % +!，转 #）。

定理 #( 算法 ! 是可行的，其运算复杂性为 0（21$），且 & !2。

证明 ( 可行性是显然的。关于复杂性，根据命题 #，在 5 的每次增值以后，｛/：/# ，:5（ /）, %｝都至

少减 #，且 增加 #。又 & ! 2，而当 ｛/：/# ，:5（ /）, %｝ % % 时停机，所以运算的复杂性为

0（21$），且 & !2。 证毕

注 #( 当存在着一个与 1 无关的常数 =，使得每条边的平行边的数目都不超过该常数，即 2& =1! 时，有

0（21$）% 0（1+），因而算法! 是一多项式算法，由于这一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所以一般来说算

法 ! 是一多项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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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 （分解定理）关于算法 ! 中的流 ! 和 "，有

!（ #）$ (
## （%），%#

"（%），’## （#）

&（ !）$ (
%#

"（%）’ (
%#

"（%）$ &（"） （$）

这里， 与 分别为 中的正与负 ()*) 路径。

证明 " 关于 + $ %，&，⋯，, ’ &，做映射 -+ 如下

-+（ #）$
%，#* （%+）

"（%+），## （%+
{

）
，##

则 -+ 是（.，/）上的一个流，且 !+ $ !+’& ’ -+’&，+ $ &，!，⋯，,。由于 !, $ %，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式成立。

根据（#）式，有

(
##10（ (）

!（ #）$ (
##10（ (）

(
%# ，## （%）

"（%）$ (
##10（ (）

［ (
%#（ $ (），## （%）

"（%）］$

(
##10（ (）

［ (
%# ，## （%）

"（%）］0 (
##10（ (）

［ (
%# (，## （%）

"（%）］$ (
%#

"（%）0(
%# (

"（%）

(
##1’（ (）

!（ #）$ (
%#

"（%）0(
%# (

"（%）

其中，2( 表示 中所有过点 ( 的圈。由此，（$）式成立。 证毕

注 !" 当 ( $ * 时，由于在算法 & 的 !）中总是先考虑去掉圈，所以在最后的输出中， $ $ %。

注 ’" 关于 ()*) 流的分解问题，&$(! 年 )*+, 和 )-./0+1*2 给出与证明了文献［’］中的定理 !3 !，!%%% 年

3*+40 和 56702 给出与证明了文献［8］中的定理 #3 #，本文的分解算法和分解定理改进与推广了这两个定理。

定义 9" 关于 ()*)流 !，分别称算法! 所给出的 和 " 为由 ! 导出的路径系统和路径流；称 " 在（ $ ）

上的限制为 ! 的去圈导出流。

推论 &" 关于算法 ! 中的 !， 和 "，设 ## 10（ (），且 !（ #）4 %，则存在一个过 ( 而不过 * 的路径圈集 ( 使

得 !（ #）$ (
## （%），%#（ $ (）

"（%）。

证明 " 由（#）式，!（ #）$ (
## （%），%# $ $ ）

"（%）。因为 ## 10（ (），所以｛%：%# ，## （%）｝$ %；

令｛%：%# ，## （%）｝$ (，则其为一个过 ( 而不过 * 的路径圈集，从而推论 & 成立。 证毕

推论 !" 关于 ()*) 流 !，有（收发点守恒公式）

(
##10（ (）

!（ #）’ (
##1’（ (）

!（ #）$ (
##1’（ *）

!（ #）’ (
##10（ *）

!（ #）

证明 " 根据（#）式，仿照（$）式的证明可证：&（ !）$ (
##1’（ *）

!（ #）’ (
##10（ *）

!（ #），从而推论 ! 成立。 证毕

推论 ’" 当 ! 是网络（.，/）上的最大 ()*) 流时，关于算法 ! 中的 有 $ %。

证明 " 若 )%，从 中任取路径 %，并命

!&（ #）$ !（ #），#* （%）

"（%），## （%{
）

，##

则 !& 是（.，/）上的一个 ()*) 流，且由（#）式与 "（%）) % 可知 &（ !&）4 &（ !），这与 ! 是最大流是矛盾的。因此，

$ %。 证毕

分解算法和分解定理表明了两种 ()*) 流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使得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将路段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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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路径流，在许多方面，路径流优越于路段流。从定义来看，路段流的约束分有向边与无向边两种情况，而路

径流的约束则是统一的，拿最大流问题来说，推论 ! 说明路段最大流的去圈导出流是一个正向流，这使得从

路径流方面考虑最大流问题可以摆脱“正负混杂”的烦恼。就二者相应的 "# 来说，一个带有表现中介点守恒

要求的复杂等式，而另一个则没有。受到以上事实的促动，最后再进一步讨论一下两种流的转换问题。

! 流的转换

处理流的问题经常需要转换其表出形式，本节在上面工作的基础上对两种流的转换问题做进一步的研

究。

命题 $% 设 ! 为 上的路径流，做 " 如下

"（ #）$
(

## （%），%#
!（%），｛%# ：## （%）)%

&，｛%# ：## （%）｝$
{

%
，##

则 " 是一个路段流且 &（!）$ &（ "），称其为由 ! 生成的路段流。

证明 % 由（!）式和（’）式分别知，（(）式和（)）式成立，因此 " 是（’，(）上的流。最后，再根据 " 的定义，

（$）式以及上面的有关过程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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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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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证毕

根据定理 ) 和命题 $，立刻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命题 ’% 由路段流 " 导出的路径流 ! 的生成路段流恰好是 "。
命题 *% 给定网络（’，(），设 是 ’ 上的最大正向 +-.- 路径系统。

(）当 " 是（’，(）上的一个最大流时，其导出的正向流 !（去圈导出流）在 上的不变延拓 +!（当 !（%）无

定义时规定 +! $ &）是 上的最大流，且 &（ "）$ &（!）；

)）当 ! 是 上的最大流时，其生成的路段流 " 是（’，(）上的一个最大流，且 &（ "）$ &（!）；

!）/%0［（’，(）］$ /%0［ ］。

证明 % 在 (）的条件下，如果+! 不是 上的最大流，那么必存在 !( # )［ ］，使得 &（!(）1 &（+!）。设 "(
为由 !( 生成的（’，(）上的流，则

&（ "(）$ &（!(）1 &（+!）$ &（ "）
矛盾。从而，(）成立。在 )）的条件下，如果 " 不是（’，(）上的最大流，那么必存在（’，(）上的流 "( 使得 &（ "(）

1 &（ "）。设 !( 为由 "( 导出的正向流在 上的不变延拓，则

&（!(）$ &（ "(）1 &（ "）$ &（!）

矛盾。从而，)）成立。最后，由 (）和 )）与命题 $ 和命题 ’ 知 !）成立。 证毕

本节内容进一步提示了两种 +-.- 流的内在联系。特别地，由于一个流在圈上的流量不会影响它的流值，

根据命题 )，推论 ! 和命题 *，对于最大流的存在与求解等问题，仅需在最大正向 +-.- 路径系统上进行考虑。

$ 结束语

本文在混合图的框架下给出了路段 +-.-流与路径 +-.-流的定义，并设计了一个分解路段 +-.-流为路径 +-.-
流的多项式算法；根据这一算法改进了 +,-. 和 +/012-3,4 与 5,-62 和 78924 关于分解路段 +-.- 流的工作［!-$］。

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两种流的转化及有关性质。这些工作对于深化、推广和应用网络流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

最后，衷心地期望本文的工作能够促进网络流的理论与应用的发展。

致谢：衷心地感谢越民义老师的大力指导和帮助！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66;：< < ===> ?@4/A> ?4% % % % % % % % % % 第 )B 卷



参考文献：

［!］"#$% & ’，"()*+$,#- . ’/ 012341) 5)#6 78$#(98 1 -+76#$*

［:］/ ;1-1%31- :#($-1) #5 0178+4173<,，!=>?，@：A== B CDC/

［E］"#$% & ’，"()*+$,#- . ’/ F ,34G)+ 1)9#$3784 5#$ 53-%3-9

412341) -+76#$* 5)#6, 1-% 1- 1GG)3<173#- 7# 78+ H37<8<#<*

G$#I)+4［:］/ ;1-1%31- :#($-1) #5 0178+4173<,，!=>J，=：E!D

B E!@/

［A］"#$% & ’，"()*+$,#- . ’/ ")#6, 3- -+76#$*,［0］/ K$3-<+L

7#-：K$3<+7#- M-3N+$,37O K$+,,，!=?E/

［C］P8+( : Q/ F- +4+$9+-<O )#93,73<, %3,7$3I(73#- 1GG$#1<8 5#$

R(3<* $+,G#-,+ 7# ($9+-7 $+)3+5 %+41-% 3- %3,1,7+$,［ :］/

S$1-,G ’+,：K1$7 T：&#93,7 S$1-,G ’+N，EDDJ，CA：?@J B

JD=/

［>］U3 V，W(41$ F/ F-7 <#)#-O #G7343X173#- 5#$ %3,1,7+$ $+)3+5

#G+$173#-,［ :］/ S$1-,G ’+,：K1$7 T：&#93,7 S$1-,G ’+N，

EDDJ，CA：??D B ?JE/

［?］程丛电，唐恒永，赵传立/ 一个多物资网络流问题的逼近

算法［:］/ 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EDD@，A>（E）：!JD

B !J!/

［J］程丛电，李振鹏/ 具有全局性公平满意度的最大多物资

网络流问题［:］/ 应用数学学报，ED!!，AC（A）：>DE B >!J/

［@］姜雨，张洪海，夏洪山/ 多机场网络流量策略［:］/ 系统工

程的理论与实践，ED!!，A!（E）：AJ= B A@C/

［=］谢金星，邢文训，王振波/ 网络优化［0］/ E 版/ 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EDD=/

［!D］W#$7+ Q，YO9+- :/ ;#4I3-17#$31) ZG7343X173#- S8+#$O 1-%

F)9#$784,［0］/ Q+$)3-：PG$3-9+$ B Y+$)19，EDDD/

!"#$%&’()* +#*#%$,- %). /01#$)#&’,*

!"#"23(4 () &-# 5#&4($6 4’&- 701$’. 8$%"-

!"#$% !&’()*+,’
（;#))+9+ #5 0178+4173<, 1-% PO,7+4, P<3+-<+，P8+-O1-9 [#$41) M-3N+$,37O，P8+-O1-9 !!DDAC，;83-1）

91*&$%,&：M-%+$ 78+ 5$14+6#$* #5 8OI$3% 9$1G8，78+ G$+,+-7 6#$* 53$,7)O %+53-+, 78+ $#1%，G178，G178 ,O,7+4，-).L5)#6,，G178 -).L 5)#6,

1-% G#,373N+ G178 -).L 5)#6,，+7</ #- 78+ -+76#$*，1-% ,8#6, 78+ 41234(4 5)#6 #- 1 G178 ,O,7+4 6378#(7 <O<)+, 7# I+ 1 G#,373N+ G178 -)

.L 5)#6/ S8+- 783, G1G+$ %+,39-, 1 G#)O-#431) 734+ 1)9#$3784 7# %+<#4G#,+ 1- -).L5)#6 3-7# 1 G178 -).L 5)#6，1, 6+)) 1, G$#N+ 37, 5+1,3I3)3L

7O 1-% <#4G)+237O/ K$#G#,+ 1-% G$#N+ 1 78+#$+4 7817 +2G)13-, 78+ $+)173#- I+76++- -).L5)#6 1-% 78+ -).LG178 5)#6 6378 78+ %+<#4G#,373#-/

K$#G#,+ 1-% G$#N+ 78+ -).L5)#6 <#-,+$N173#- $()+ I+76++- 78+ ,#($<+ 1-% 78+ ,3-*/ "3-1))O，37 5($78+$ %3,<(,,+, 78+ 7$1-,5#$4173#- I+L

76++- 78+ 76# *3-%, #5 5)#6,，1-% 1 5+6 #5 $+)17+% G$#I)+4,；3- G1$73<()1$，37 +,71I)3,8+, 78+ 5#$4()1+ 5#$ 78+3$ 7$1-,)173-9 1-% G$#N+,

7817 78+3$ N1)(+ %#+, -#7 <81-9+ 68+- 78+O 7$1-,)17+ +1<8 #78+$/ S8+,+ 6#$*, 34G$#N+ 1-% +27+-% 78+ G$+N3#(, <#$$+,G#-%3-9 6#$*, #5

"#$% 1-% "()*+$,#-（!=?E），W#$7+ 1-% YO9+-（EDDD）1, 6+)) 1, #78+$,/

:#0 4($.*：8OI$3% 9$1G8；-+76#$*；-).L5)#6；%+<#4G#,373#-；1)9#$3784；41234(4 5)#6

（责任编辑\ 黄\ 颖）

J!Y#)/ E= [#/ !\ \ \ \ \ :#($-1) #5 ;8#-9R3-9 [#$41) M-3N+$,37O（[17($1) P<3+-<+）\ 877G：] ] 666/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