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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摘要 1 20 0 2 年 3 月 23 日是第 4 2 个
“

世界气象 日
” ,

其主题是 : 降低对天 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脆弱

性
。

本文简要介绍今年
“

世界气象 日
”

主题及相关内容
,

并就科学基金
“

十五
”

期间与此有关的优先

资助领域做简要介绍
。

[关键词 」 2 002 年
,

世界气象日
,

天气与气候极端事件

1 20 02 年
“

世界气象 日 ”

简介

每年的 3 月 23 日为
“

世界气象 日
” 。

195 0 年的这一天
,

世界气象组织 ( Wolr d M et eo or
-

l o g i e a l o
r
g an i z a *i o n

,

W M O )诞 生
,

世 界气象组织公约

正式生效
。

为了纪念 W M O 公 约正式生效这一重要

的 日子
,

19 60 年 W M O 决定将每年的 3 月 23 日定为
“

世界气象 日
” ,

并每年选定一个热点或公众感兴趣

的主题
,

围绕这一主题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

向公众进

行气象教育
。

20 0 2 年 3 月 23 日是第 42 个
“

世界气象 日
” ,

其

主题是
:
降低对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脆弱性 ( R e -

d u e in g

t r e l l l e s

V u l n e ar b i l i ty t o W
e a t h e r a n d Cl i m a t e E x -

)仁̀〕。

按世界气象组织秘 书长 oG d w in 0
.

P
.

o ab is 教

授的说明
,

20 02 年选择这一主题
,

主要考虑 了几个

方面的原因 : 一是因为各种与天气
、

气候相关的极端

事件的反复发生和造成的严重危害
,

不断表明人类

应对天气
、

气候灾害的脆弱性
。

另一方面
,

通过人类

社会的不断努力
,

已使天气
、

气候灾害在一定范围内

得到减轻
,

因此
,

整个人类应继续通过广泛的合作和

共同的努力
,

进一步提高与 自然抗争的能力
。

这一

主题的选定还考虑到配合 2 00 2 年即将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的召开和联

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宣言及 目前的国际减灾战略活动

等多个方面的进展
。

2 气象灾害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

我国是受

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据联合国估计显示
,

气 象灾害是人类面临的最

严重的 自然灾害
。

因气象灾害而受到危害的人数逐

年在增加
,

造成的死亡人数 占受灾总人数的 90 % 以

上
。

19 91 一 2 0 00 年的 10 年间
,

每年平均受到危害的

人数为 2
.

11 亿
,

是因战争冲突而受到影响人数的 7

倍
。

造成全球 每年约 5 00 亿到 1 以卫〕亿美元 的财产

损失
。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范围发生的重大气象灾

害 比 20 世纪 50 年代多 5 倍 ; 如果不采取措施
,

未来

100 年内全球平 均气 温可能上升 1
.

4一 5
.

8℃
,

全球

海平面将 比目前上升 9一 88 Cm
,

每年造成的损失将

高达 3 (X旧 多亿美元
。

在全球范围内
,

亚洲是遭受气象灾害袭击最频

繁的大陆
。

我国地处东亚 季风 区
,

由于东亚地 区特

殊的盆山结构和地理位置
,

各种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在我国的各种灾 害中
,

气象灾害 占 68 %
,

每年各种

气象灾害给国 民经济造成巨 大损 失
。

据统计
,

1994

年
,

暴雨洪涝和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 7 92 亿

元
,

其 中仅水灾 造成 的直接 经济损失 就达 1 3 63 亿

元
。

而 19 98 年特大洪水
,

造成近 3 0 00 亿元的损失
。

我国每年 因各种气象灾害使农 田受灾面积达 5 亿多

亩
,

受干旱
、

暴雨
、

洪涝和热带风暴等极端天气
、

气候

事件影响的人 口 达 6 亿多人次
,

平均每年因气象灾

害造 成 的 经 济损 失 占 国 民经 济总 产 值的 3 % 一

本文 于 2创狡 年 4 月 l 日收到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2. 05. 010



2 80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拭〕2年

6 % L’ J
。

199 1 年的江淮大水
,

19 98 年 的长江和松花

江
、

嫩江大水
,

19 99 一 2 00 1 年 的北方大旱
,

都给我国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

此外
,

与气象条件有关 的水土

流失
、

泥石流
、

滑坡
、

崩塌
、

地面沉降
、

森林和草原火

灾
、

农林草原病虫害
、

荒漠化等生态环境灾害所造成

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

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和各

项事业的发展 [“ 〕 。

3 为 了减轻气象灾害
,

国际科学界作 了大量

的工作

随着全球变 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
,

干旱
、

洪涝
、

风暴
、

热浪
、

暴雨
、

龙卷风等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更

加频繁
,

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地

球环境和人类社会将变得更加脆弱
。

气象灾害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天气
、

气候

灾害增加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科学界
、

各 国政府

和公众的普遍关注
。

为了提高全球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
,

减轻天气

和气候极端事件的危害
,

通过 w M O 的组织和协调
,

各国政府和气象部 门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
,

在监

测
、

预报和气象信息的快速传递等方面做 了许多工

作
。

通过世界天气监测网计划的实施
,

建立了包括

10 00 0个地面观测站
、

1 0 00 个探空站
、

几百部天气雷

达
、

7 0 0 0多艘 自愿观测船
、

每天 3 0 00 架次的飞机
、

6

颗极轨和 4 颗静止气象卫星以及近 2 50 个大气本底

监测站构成的全球观测 网络
,

并组建 了由 3 个世界

气象中心
、

25 个区域气象中心和 18 5 个国家气象中

心组成的气象信息传输网络
,

有效地加强了对天气
、

气候灾害的监测
、

预报和气象信息的传输〔’ 」。

自 2 0 世纪 60 年代 中期以来
,

强烈灾害性天气

已成为国际大气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前沿领域
。

一些

先进国家相继提出和组织了一系列的中尺度天气研

究
、

预报试验和观测计划
。

世界气象组织 (W M O )近年也专 门制定 了世界

天气研究计划 (WW R P )
,

其研究计划的 目标之一就

是通过对影响重大 的天气事件的科学 了解
,

新 的观

测网和观测系统的设计
,

资料同化和模式技术 以及

信息系统的改进
,

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的预报研究
,

其

中特别强调短期和临近灾害天气预报的研究
。

为

此
,

美 国专 门建 立 了
“

美 国国家 天气研 究 计 划
”

( u s w R P )
,

其研究计划重点围绕
: ( l) 确定大气观测

系统的最优组合以及如何更合理和充分地利用现有

观测资料 ; ( 2) 改进定量降水预报 ; ( 3) 改进对影响美

国大陆的热带风暴和咫风的预报
,

进行相关的基础

和预报理论研究
、

模式发展以及专门设计外场试验
。

在气候研究方面
,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W C R )P 已

制定并实施
,

主要有气候变化及可预报性研究计划

( CLI V A R )
、

全球 能量水分循环试验计划 ( G EW E X )
、

全球大洋环流试验计划 ( WO C )E
、

北极环流 系统计

划 ( A C s Y S )
、

平 流 层 过 程 及 其 在 气 候 中 的 作 用

( S P A R C )
。

而 c LI v A R 计划的主要科学 目标就是研

究气候系统在季度
、

年际
、

年代际和百年际尺度 L 的

变化规律 以及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可 以预测

的
。

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
。

此外
,

世界气象组织还通过一系列的科学
、

教育

培训
、

技术合作计划和长期规划等
,

组织
、

协调国际

气象和水文业务的合作
,

为各成员国及时提供天气
、

气候灾害预报和警报服务
。
[ ’ 〕。

气象灾害和气候变化问题同样引起我国政府和

科学界的高度关注
。

我国也已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

有关天气
、

气候灾害的理论研究和试验计划
,

如 : 国

家攀登项 目
“

气候动力学和气候预测理论 的研究
” 、

国家
“

九五
”

重点攻关项 目
“

我国短期气候预测系统

的研究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内蒙古半十

旱草原地 区土壤
一

植被
一

大气相互作用
”

( MI G R A SS )
、

“

淮河流域水分和能量循环实验
”

( H u B EX )
, “

长江

三角洲地区低层大气物理化学过程及其与生态系统

的相互作用
” ,

以及国家科技部组织实施的第二次青

藏高原气象试验 ( IT P E x )
、

南海 季风试验 ( SCS M EX )

等一系列野外观测试验等等
,

积累了一定资料
,

为我

国开展天气过程
、

气候系统动力学和气候预测 的深

人研究和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减轻天气
、

气候 灾害

的研 究方面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自 19 86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 日

起
,

灾害性天气和气候的形成机理和预测研究一直

是科学基金大气科学领域的优先资助方向
。

通过我

国广大气象科学工作者的努力
,

十多年来取得 了不

少突出的成绩 〔’ 〕。

4
.

1 围绕东亚季风气候研究取得一批卓有成效的

成果

我国的寒潮和旱涝等 自然灾害与东亚季风的活

动及变异密切相关
。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
,

以著名气象学家 陶诗

言院士为代表的我国一批气象学家通过基金面上项

目的联合资助形成 了季风研究协作组
,

他们对东亚

季风作了长期
、

系统的研究
,

发现了东亚夏季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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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及其爆发的内外机理 ;发现东亚季风和 中国降

水及旱涝的密切关系 ;发现了冬季风活动和低频振

荡的新特征
。

在 同时开展 的中美
、

中 日季风合作研

究中
,

中国科学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

这些成果不

仅对气候系统动力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

得

到国际 SCI 系统期刊的广泛引用
,

并被 国际 C LI V A R

(气候变化与可预测性 )研究计划认可
,

而且
,

研究成

果在我国夏季旱涝预测 中显示出很 高的应用价值
。

在此基础上
,

促成我国
“

九五
”

期 间六大科学实验之

一的
“

南海季风试验
”

的实施
。

基金
“

九五
”

重点项 目
“

关 于季风与 E N SO 循环

相互作用研究
”

的成果被直接应用 到 19 97 和 19 98

年夏季我国气候异常的预测中
,

1 9 97 年预测 了 19 98

年春江南
、

华南多雨的气候变化趋势
,

并在 19 9 8 年

春成功地预测 了 199 8 年汛期长江流域与嫩江流域

的特大洪涝
,

为国家防汛抗洪做出了重要贡献
。

4
.

2 围绕气候 系统与气候预测研究
,

一批项 目取得

突出的成果

气候系统变化 与气候 预测研究在
“

八五
” 、 “

九

五
”

期间一直属于科学基金大气科学优先资助领域
,

也是大气科学领域多年资助金额最高的研究领域
。

“

七五
”

重大项 目
“

中国气候和海面变化及其趋

势与影响的初步研究
” ,

通过大量资料收集
、

分析和

野外调查
,

不仅对我 国历史上不同时期 的气候变化

作了分析
,

还研究 了 c仇 等温室气 体增加的问题
。

此外
,

还对西北
、

华北地 区未来 30 年的气候与水资

源变化提出了预测性的建议
。

“

七五
”

重大项 目
“

长江
、

黄河流域旱涝规律
、

成

因与预测研究
”

对我国旱
、

涝形成理论进行 了系统的

研究
,

取得了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应用价值 的研

究成果
。

成果获 199 1 年 中国科 学院 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和 19 93 年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

九五
”

重点项 目
“

20 世纪 中国与全球气候变率

研究
” ,

紧密结合 中国的气候预测与研究实际
,

对南

极涛动
、

中国全新世气温变化
、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等研究成果均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
,

并在世界范围内

首次重建了 18 8 0 至 19 5 0 年北半球 5 0 0 h aP 月平均

高度场
,

在 中国首次建立了 18 80 一 19 50 年我 国东部

四季气温降水量图
。

这些成果对气候预测与气候诊

断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

4
.

3 积极配合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开展大型大气科

学试验
,

使我国该领域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 世纪大气科 学之所 以得到迅 速 的发展
,

减

灾
、

防灾水平之所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

主要是得

益于大气观测系统 的建设和新观测 技术 的广泛应

用
。

为配合 国际大型科学试验
,

在有限的经费情况

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同样资助了一些以综合性观

测试验为主的重大
、

重点项 目
。 “

七五
”

期间
,

由科学

基金资助的
“

黑河地 区地
一

气相互作用观测实验研

究
”

重大项 目
,

是国际上首次在干旱地区进行的大型

陆面过程实验研究
。

在揭示我国西北地区陆面与大

气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方 面取得重要 的进展
,

其成

果获得 19 95 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

九五
”

期间
,

科学基金资助
“

淮河流域能量与水

分循环试验和研究
”

( HU B EX )选择全球独具特色的

东亚季风区的典型区 域—
淮河流域 (其天气气候

深受东亚季风活动的影响
,

年际变率很大
,

旱涝灾害

频繁发生 )
,

通过气象 和水文等多学科交叉研究
,

进

行综合观测试验
,

研究淮 河流域能量和水分循环规

律
,

揭示这一地区旱涝形成的机制
,

以提高降水的预

测水平
,

具有重大 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

此试验与南

海季风试验
、

青藏高原试验
、

华南暴雨试验一起被科

技部评为 19 9 8 年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之一
。

“

长江三角洲地 区低层大气物理化学过程及其

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
”

重大项 目同样选择了在全

球具有代表性的区域
,

即
,

典型 的发展 中的城市化
、

工业化和农业增长较快的城 乡复合体— 我国长江

三角洲地区开展试验研究
。

为人类活动对农作物生

态影响和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性意见
。

“

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土壤
一

植被
一

大气相 互作 用

(MI G R A SS )
”

则选择既具有全球代表性 的区域 (世界

上受关注且唯一未作过深人研究的温带半干旱草原

地区 )
,

又是中国典型的环境敏感带 (对气候变化十

分敏感
,

生态脆弱的地区 )的内蒙古大草原开展试验

研究
。

为人类活动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和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提出科学指导性意见
。

目前这些项 目进展顺利
,

并 已经取得 了一些 明

显的成果
。

4
.

4 围绕灾害性天气 的形成
、

机 制和预测
,

组织 了

一批项 目
,

部分成果居国际先进水平

中尺度暴雨
、

台风等强烈灾害性天气系统物理

本质的认识和预报等领域的研究
,

同样是关系到国

计民生的大问题
,

一直是大气科学研究 的重要科 学

问题
。

围绕上述重要科学问题
,

科学基金相继组织

了一批研究项 目
,

部分成果居 国际先进水平
,

如中国

暴雨数值预报模式 的设计
,

经 当时国际统一的暴雨

预报技术评分检验
,

其预报效果 已达当时的国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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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平
。

成果获得 19 98 年度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一等奖
,

19 89 年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新 一代

多波段微波辐射计的系列研 制和改进
,

大大提高了

对强降水的监测能力
,

其灵敏度和稳定性均达到当

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

成果获 19 87 年度 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

双线偏振雷达的研制和不断完善在暴洪监测和

冰雹防治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
。

成果获 19 90 年度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基金
“

八五
”

重点项 目
“

我 国中小尺度环流系统

天气气候和动力学研究
” ,

在深入了解我国中尺度强

风暴发生
、

发展的条件和可预报性基础之上
,

提出了

我国超短时预报的理论和方法
。

基金
“

九五
”

重点项

目
“

中尺度强对流动力学研究
” ,

在中尺度对流理论

研究和开发高分辨率中尺度数值模式等方面均取得

明显进展
。

此外
,

在基金资助下
,

我国在 台风结构
、

移动路

径
、

预报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

为我国防灾减灾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

科学基金在大力支持基础性前沿研究的同时
,

还资助 了一批与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应用基础

性研究项 目
。

如
,

“

三北防护林体系区域气候效应研究
”

项 目
,

重

点研究我国
“

三北
”

地 区防护林体系建成后的生态环

境效益
,

探讨这一宏大造林工程对我国北方区 域性

气候的可能影响
,

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

“

中国历史蝗灾记录
、

蝗虫发生动态和历史气候

条件的研究
”

项 目为气候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充

实了新的内容
,

通过对历史上蝗灾的复原研究
,

得到

了蝗灾的长期规律
,

为蝗灾 的预测研究提供 了新的

依据
。

“

八五
”

期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雷电

物理和人工引发雷电研究
” ,

发展了更能引发 自然雷

电特征的空中引发雷电技术
,

成功引雷 14 次
,

取得

了一批同步观测资料
,

并在国际上率先提 出了人工

引发雷电的空中电场判据
。

研究成果对雷电研究在

国防和其他有关部 门的应用方 面有重要 的应用价

值
。

“

九五
”

期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稀疏

植被下垫面与大气相互作用研究
”

和
“

宁夏强沙尘暴

成灾机理
、

控灾对策研究
”

等面上项 目的研究均对我

国目前西部大开发有着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
。

这一

系列项 目同样对于减灾防灾起到了较大的科学指导

作用
。

事实证明
,

建立完善 的天气
、

气候监测
、

预报和

预警系统
,

深人地研究天气
、

气候系统发生
、

发展的

机理
,

是人类预防和抵御天气
、

气候极端事件的最有

效方法之一
。

5 “
十五

”
科学基金在有关减轻天气

、

气候灾

害研究的优先领域

“

十五
”

期间
,

天气
、

气候系统变化研究将得 到

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
。

业已公布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地球科学部
“

十五
”

六个优先资助领域 中冈
, “

天

气
、

气候系统物理动力学
”

研究计划则主要侧重于天

气
、

气候灾害机理和预测研究
。

该计划的总体 目标

就是深人认识气候系统季度
、

年际
、

年代际及百年际

变化的规律
,

开拓气候系统季节变化可预报性的系

统性理论
,

发展出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 的海
一

陆
一

气

相互作用的气候系统模式 ; 进一步加深对天气系统
,

特别是灾害性中尺度系统 的研究
,

提高我国对灾害

性天气气候的预测能力 ; 揭示我 国有代表性气候区

和有代表性大气条件下的土壤
一

植被
一

大气的能量和

物质输送特征及边界层
一

自由大气相互作 用过程的

机理
,

为各种时空尺度天气与气候模式提供科学 的

参数和参数化的物理基础 ; 加强中
、

高层大气之间多

种尺度多种过程相互作用的机制及其对天气气候的

响应与调制作用的认识
,

为发展整层大气环流模式

建立物理基础
,

推动地球系统与 日地系统祸合及其

气候环境效应的研究
。

为此
,

确定 ( l) 气候变化和可预报性研究 ; ( 2 )灾

害性天气过程和动力学 ; ( 3) 大气边界层的能量和物

质输送 ; ( 4 )平流层与对流层相互作用及其气候环境

效应等 4 个核心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

同时
,

为实现

这一科学 目标
,

在未来相当长 的时期 内必须 注意加

强对大气探测 的新原理
、

新方法和新装备的研究
,

包

括新型传感器和平台的研制
,

卫星
、

雷达遥感反演与

应用等
。

拟重点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

主要包括
:

( l) 不同纬度间大气环流 的相互作用及 EN SO
-

季风关系的复杂性 ;

( 2 )积雪
、

海冰
、

地温
、

地湿变动对东亚区域气候

的影响 ;

(3) 大气成分
一

气溶胶
一

云物理化学过程及其辐

射
、

气候效应 ;

(4 )全球大气
一

海洋
一

陆地气候 系统模 式及 可预

测性 ;

( 5) 强降水天气 系统的结构
、

形成
、

演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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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 日
”

主题 2 8 3

学过程和预测理论 ;

()6 天气系统的物理过程及其参数化和模式发

展 ;

( 7 )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原理和方法 ;

()8 我 国典型地表 /气候类型的地面
一

大气交换

过程 ;

(9) 各类非均匀地表 的参数化及尺度转换 ( uP
-

s e a li n g和 d o w n 一 s e a li n g ) :

( 10 )对流层
一

平流层交换 ( S T )E 的多尺度物理过

程及其天气
、

气候效应
;

( 1 1) 对流层顶
、

平流层
、

中间层的结构演变特征

与相互作用和全大气圈环流模式发展研究
。

6 在减轻气象灾害方面仍面 临的困难

尽管我国对于天气
、

气候灾害的监测和预防
、

预

报做了大量的努力
,

但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
,

由于经

费
、

设备
、

管理等各方面的限制
,

我 国的防灾减灾能

力和应对措施 目前仍 比较薄弱
,

还远不能满足新世

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

降低对天气
、

气候极端事件的脆弱性
,

首先要更

加深人细致地了解天气
、

气候极端事件发生
、

发展的

规律
,

这就需要建立更加完整 的天气气候系统监测

网
、

先进的计算机和观测设备
、

优秀的科技人才
、

完

善的资料收集处理和共享机制
,

以及系统
、

可持续发

展的天气
、

气候系统数值预报模式等
。

近年来
,

世界各主要 经济强国
,

如美 国
、

欧盟各

国
、

日本
、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对于天气
、

气候等气象

灾害和气候变化领域研究和业务的发展给予了高度

的重视
。

由于其巨大 的经费投入
、

先进的科学仪器

装备
,

加上 良好的管理方式和科研体制
,

其科学研究

和业务发展的速度是惊人 的
。

与此相应
,

发达 国家

对全球范围内人才的引进给予 空前 的重视
,

全球人

才竞争异常激烈
。

虽然我国在大气科学研究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成

绩
,

气象业务的发展更是成绩斐然
,

但 随着气候系统

概念的提出和对气候系统变化中五大圈层相互作用

复杂性的逐渐认识
,

国际大气科学发展走向多学科
、

多部门
、

跨地区高度合作
、

高度集成和广泛交叉的系

统化发展趋势
,

资源和资料 的收集
、

处理
、

共享程度

逐渐提高
,

科学规划和大型科学计划更加周密
,

系统

化
、

可持续发展 的思路贯穿始终
。

相比较
,

我国大气

科学研究力量则较为分散
、

组织较为松散
、

协作缺乏

力度
、

资源和资料的共享程度较差
、

低水平重复研究

较多
,

科学研究工作对气象业务发展 的指导不够等

渐显突出
,

我国大气科学科研和业 务的现状已不太

能适应当今大科学
、

大工程时代 的要求
,

有些领域与

国际水平的差距正在加大
,

如
,

新一代天气
、

气候 系

统数值预报模式 的发展和完整天气
、

气候数据资料

收集
、

分析
、

处理系统的建立
,

新一代天气
、

气候监测

网的建立和高效利用
,

大气环境 变化对社会发展和

人体健康的影响等等
。

这种状况阻碍 了我 国天气
、

气候变化研究和业务发展的进程
,

直接影响天气
、

气

候灾害的预测水平和防灾减灾的成效
。

高度 重视并加大强度支持我 国大气科学的发

展
,

进一步提高我国天气
、

气候灾害的预防
、

预报能

力 已成为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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