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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咸海问题产生的生态和社会经济影响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国内有关方面对与之相关

的研究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CNKI、Web of science和eLibrary三大

数据库1991年至2018年以来收录的以咸海问题研究为主题的期刊论文进行分析。从论文的数量、学科、

主题、机构和国别等维度，总结出以咸海为主题的研究特点。分析结果显示，三大数据库收录的相关论文

数量总体呈增加态势，各数据库文献在学科分布重点和年际变化上存在差异；国内研究重点为地质矿产，

俄语区注重本底情况研究，国际学界则持续关注生态环境；SCI论文中，欧美、俄罗斯和中亚、中国等发文

位居前列，非洲和拉美地区较少涉及该主题；在机构合作发文方面，最为活跃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中国科

学院、波恩大学等机构，它们也是在咸海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研团体。咸海问题是地处“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的中亚国家的共同关切，积极与上述国家开展有关解决咸海问题的共同研究，既符合当事国的利

益，也有助于解决区域共同面临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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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ec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Aral Sea issue are increasingly attract-
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n the Aral Sea 
issue has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The bibliometrics methods are used by 
this paper to analyze the journal papers on the subject of Aral Sea problem research collected 
from 1991 to 2018 in the databases of CNKI, Web of science and eLibrary. The research characte-
ristics of the Aral Sea theme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number of papers, disciplines, study subject, 
institutions, countries and other dimensions.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re-
lated papers included in the three major databases is generally increasing, and there is a differ-
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disciplines and inter-annual changes in the literature of each database; 
the domestic research focuses on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s, the Russian region focuses on 
background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alysis of SCI shows that papers of Europe, Russia, Central Asia, China on 
the Aral Sea are at the forefront, and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re less involved in this topic;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onn University are the most active institutions, they are also the most influential research groups 
in the field of Aral Sea research. The Aral Sea issue is a common concern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ctively carrying out joint research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countries is not on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but also helps to solve regional eco-
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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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因咸海快速干涸而产生的荒漠化、盐渍化和贫困化等一系列生态和社会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

社会的关注，也成为学者称之为的“生态热点”[1]。2010 年 4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视察咸海

后形容其景象是“最震撼的环境灾难之一”，并号召各界合作解决该问题[2]。2017 年 9 月，乌兹别克斯

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咸海干涸的生态问题，并联合国际各界力

量抵御其影响[3]。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全球生态基金、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等也以项目或直接资助等形式积极参与咸海治理[4]。 
咸海流域涵盖中亚五国，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积极参与中亚各国严重关切的咸海治理

可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此背景下，了解当前国内外对咸海问题研究的特点和趋势，有利于

我国在该领域开展高效和有针对性的国际科技合作。经检索，近年来国内以咸海为主题的成果逐渐增加，

但多从某一学科领域进行研究(详见正文)，尚未见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对该主题的主要学科领域、机构分布

和国际合作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缺乏对俄语文献有关咸海问题研究成果的了解。本文采用文献

计量学的方法并辅以当前较成熟的数据分析工具对包括俄语文献数据库在内的国内外主要数据库近年来

收录的以咸海问题为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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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概述 

2.1. 咸海 

咸海位于中亚荒漠区的北部，即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克孜洛奥尔达

州及阿克托别州的交界处，补给水源主要来自发源于帕米尔高原西南坡(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阿姆河和发源

于天山西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锡尔河，咸海是这两条大河的尾闾湖[5]。直到 1960 年，现代咸海的水

位、水面面积和水量尽管有所波动，但总体变化不大：平均水位约为 53.4 m，平均水面面积约为 6.89 万

km2，平均水量约为 1083 km3。 
从 1961 年起，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从阿姆河和锡尔河大规模的引水灌溉活动对咸海

水情的变化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由于补给水量的急剧减少，咸海水体于 1986 年前后分离为大小咸海

(南北咸海)，在 2007 年大咸海又进一步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一影响使得咸海水量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至今

约 60 年的时间里减少到原来的十五分之一，水位平均下降了 29 m，海水盐度达 150~300 g/L，海岸线后

退数百公里，在干涸的海床上形成了新的荒漠景观“阿拉尔库姆”(咸海沙漠) [6]。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在世人的注视下，一座面积原为世界第四大的湖泊就几乎完全干涸，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灾

难事件(水情变化详见图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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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hanges in Hydrological situation in Aral Sea for many years 
图 1. 咸海多年水情变化 

2.2. 咸海流域 

咸海流域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由阿姆河和锡尓河两大流域构成(见图 2) [8]，范围涵盖哈萨克斯坦南

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和南部、阿富汗北部及伊朗部分区

域构成，面积 180 万 km2，人口约 5000 万。流域年均径流量为 115.6 km3，其中锡尔河流域为 37.14 km3，

阿姆河流域为 78.4 km3。咸海流域是该区域重要的灌溉农业区，拥有灌概地面积超过 790 万 hm2 [9]。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ral Sea Basin 
图 2. 咸海流域范围示意图 

3. 方法与数据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并辅以定性研究，利用 Excel、VOSviewer 和 CiteSpace 等数据分析工具对

当前国内外主要数据库 1991 年至 2018 年以来收录的以咸海问题为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进行分析，从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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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学科领域、关键词、机构和国别等维度，总结出有关咸海主题的研究趋势和特点。文献计量法可较

直观地反映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在生态学、学科发展态势以及国土规划文献分析等领

域应用较广[10] [11] [12]，近年来在其它领域领域也得以较多使用，如对新冠病毒研究状况的分析[13]、对

单一作物的研究动态分析[14]和对教育领域的研究等[15]。VOSviewer 和 CiteSpace 是近年来兴起的可视化

数据分析软件[16]，可用来进行以热点、态势和聚类等为目的文献研究，具有简明和直观的特点[17]。 
为使分析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分别选取了 CNKI、eLibrary 和 Web of science 三大数据库作

为文献数据来源，以反映国内、俄语区和国际(注，此处的国际指国内和俄语区以外的地区，下同)对咸海

的研究情况。CNKI 是国内最大的文献数据库之一，其收录文献基本能够反映当前国内各领域的研究状况；

eLibrary 是世界最大的俄语文献数据库(也收录少量外文文献)，所收录文献反映了俄语区(独联体国家等)
的代表性科研成果[18]；Web of science 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发布世界前沿科技成果的最大期刊收录

平台，是世界六大检索系统之一[19]。 
为了便于比较和使检索结果更全，三大数据库的检索词均为“咸海、锡尔河和阿姆河”，检索时间

为 2020 年 1 月。由于 CNKI 和 eLibrary 的主要收录文献仅限于中国国内和俄语区，涉及的国别较少，因

此不做文献的国别和国际合作情况分析，该分析仅限于 Web of science。 

4. 发文计量分析 

4.1. 数据库发文分析 

4.1.1. 发文数量 
根据检索结果，从 1991~2018 年间三大数据库共收录了 2771 篇相关论文，其中 CNKI 为 1062 篇，SCI

为 857 篇，eLibrary 为 852 篇(图 3)。其中 CNKI 的发文量最多，总体呈波状上升态势，但 2016 年后有较大

幅度的下降；SCI 的收录论文数大致呈平缓上升趋势；eLibrary 发文数次之，但波动较大：从 1991~2002
年间的发文量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之后开始快速增长，2014 年之后已超越其他两个数据库的发文量。 
 

 
Figure 3.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apers issued by three databases from 1991 to 2018 
图 3. 1991~2018 年各数据库发文数量变化 

4.1.2. 各数据库发文学科领域分布 
1) 论文的学科分布 
论文的学科是以各数据库的分类为标准，因此可能在学科名称上有所差异。在该方面(图 4)，CNKI

发文前 5 位的学科分别是地质、油气、工业、水利工程和环境，显示出国内对在该区域开展能源矿产领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1.111001


吴淼 等 
 

 

DOI: 10.12677/aep.2021.111001 6 环境保护前沿 
 

域的活动有较多关注；eLibrary 发文的前 5 位则为生物、历史、地球物理、农林和地质，表明俄语区文献

较多重视对咸海本底状况的研究；SCI 论文中学科前 5 位分别是地学、环境科学、水资源、自然地理、

海洋淡水生物，说明其重点关注方向是自然环境领域的变化。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20 subjects in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each database 
图 4. 各数据库发文数量前 20 位学科分布 
 

2) 发文数前 5 位学科的年变化趋势 
从检索结果分析(图 5)，三大数据库的相关收录论文数量总体呈波状递增趋势，但在具体学科上存在

差异。 
CNKI 发文最多的前 5 位学科(见图 4)中地质学方向的发文数波动较大：1991~2009 年间的论文数很

少，多年甚至为 0；2010 年之后快速增加，且当年达到 15 篇的最多发文量，2018 年出现回落；石油天

然气方向的论文变化情况与地质学相似，2010 年前基本无该学科文章收录，但之后迅速增加，且波动较

大；工业经济方向的论文增加也大致发生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前后，但自 2014 年至今开始逐年下降，2018
年的文章数为 0；水利工程方向的论文数变化趋势与前几个学科相似，但数量总体不多；环境科学方向

的论文表现平稳，波动较小，但总量相对较少。 
eLibrary 发文最多的前 5 位学科的曲线表现基本与 CNKI 相似，各学科大致都从 2007 年前后开始出

现论文数增加的趋势。其中，生物学方向的发文是表现较好的领域，除个别年份外，几乎每年都有成果

发布，2012 年开始出现较大幅的增加；其余四个学科方向的论文在 1991 年后约 10 年间的产出极少，甚

至多年为 0；与其他学科相比，地质方向的论文产出较少，收录最多的年份也仅不足 10 篇。 
SCI 发文最多的前 5 位学科的曲线连续性表现较前两个数据库要好，但同样存在波动性大的特点。

学科前 5 位中，除了水生生物和环境科学方向外，其余三个学科方向的论文大致从 2004 年前后开始出现

较明显的增加，在此之前一直保持较平稳状态。地球科学多学科方向的发文最多，但波动也最大；环境

科学方向的论文数大致为持续增加趋势，2010 年呈较快速增加状态；水资源方向也基本保持增长态势，

但 2016 年到 2018 年出现连续 3 年下降；自然地理方向的论文数在 2005 年后出现小幅增长，在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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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高值 14 篇后，一直维持在 5 篇左右的数量；水生生物方向的发文数在 2004 年和 2009 年达到 10
篇以上的规模后，基本在低位维持。 
 

   

 
Figure 5. The annual changes of the top 5 subjects in each database 
图 5. 各数据库学科发文前 5 位的年变化 

4.1.3. 数据库发文机构分布 
在发文机构的分布方面，CNKI 发文较多的机构与学科分布相符，多为与石油天然气等相关的企事业

机构，如中石油所属企业、川庆钻探公司所属企业等。高校中的成都理工大学、新疆大学、兰州大学和

中国地质大学等位列发文机构前 20 位。位于新疆的新疆大学、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新疆水利

厅的发文也位居前列，显示出了其地缘优势(见图 6，图中圈面积越大代表发文数越多，每一镞代表不同

类别属性：CNKI-所属机构，eLibrary-国别，SCI-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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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major organizations of papers in each database 
图 6. 各数据库发文主要机构分布 
 

在 eLibrary 发文机构中，以咸海流域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发文居多，如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国立大

学、塔什干灌溉过程与农机现代化学院、努库斯师范大学、克兹洛奥尔达国立大学、塔吉克斯坦国立大

学等，俄科院水问题研究所、俄科院海洋研究所、俄科院动物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等俄罗斯机构由

于其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与中亚国家在各领域的密切联系也位居发文机构前 20 位之列。 
SCI 发文机构中，俄罗斯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发文量远超其他机构，约占全部发文量的 15%，其次

是赫尔莫茨协会所属机构、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以及波恩大学等，此

外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加州大学系统、图卢兹大学、图卢兹保罗三世大学、国际水

资源管理机构等的发文量也位居前 20 位。 

4.2. 各数据库发文主题分析 

根据检索结果分析(图 7)，三大数据库主题词频最多的均为咸海、阿姆河、锡尔河、中亚、国名等地

理名词，在其他主题上则存在差异。 
CNKI 论文中，除了上述地理名词外，词频 10 次以上的有灌溉、天然气、水资源、气候变化、混合

气体、卡洛夫–牛津街、盐度、遥感、碳酸盐岩、矿物燃料、盐渍化等；eLibrary 论文中词频较高的有水

资源、灌溉、盐渍化、污染、土壤、动物、矿化、灌概地、水能、生态系统、植物等；SCI 论文中词频

位居前列的有灌溉、气候变化、遥感、水管理、盐度、水质、地下水、水资源、棉花、盐渍化、全新世、

蒸发、土地利用、水平衡等。 
 

     
(a) CNKI                                           (b) 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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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CI 

Figure 7. The distribution of topics of papers in each database 
图 7. 各数据库发文主题分布 

4.3. 基于 SCI 论文的国别分布和合作分析 

4.3.1. 国别分布 
在 1991~2018 年 SCI 收录的论文中，共有约 90 个国家的各类机构发表了与咸海相关的论文(图 8)。

其中来自德国的机构发文数量最多，达 194 篇，占全部发文量的 22.8%；其次是俄罗斯，共发文 181 篇，

占收录论文总量的 21.1%；发文居第三位的是美国，仅比俄罗斯少 1 篇，达 180 篇。紧随这三国之后的

是乌兹别克斯坦 149 篇、中国 91 篇、英格兰 70 篇、哈萨克斯坦 69 篇、法国 64 篇、加拿大 36 篇、日本

30 篇。此外，荷兰、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伊朗、西班牙、吉尔吉斯斯坦、瑞士、斯里兰卡和土耳

其的论文数也位居前 20 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以“苏联”为发文国别的论文数(13 篇)计入俄罗斯，

则俄罗斯的发文数将与德国并列第一位。南美和非洲国家的相关论文很少。 
 

 
Figure 8. Schematic diagram of distribution country of more than 10 SCI papers 
图 8. SCI 收录 10 篇论文以上的国别分布示意图 

4.3.2. 国际合作分析 
1) 国家间合作情况 
在被检索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可视化软件 VOSviewer 构建了国家/地区间的合作网络(图 9)。图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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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大小反映了对应国家/地区在咸海研究方面的发文量，国家/地区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合作关系，连线的

宽度代表了合作强度。 
作为发文最多的国家，德国与 53 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咸海研究的合作关系，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也

与其它国家/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合作伙伴数量分别为 54 个和 49 个，俄罗斯和英格兰的合作伙

伴数量均为 40 个。2007 年我国学者与德国、西班牙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学者合作发表了第一篇与咸海有

关的 SCI 论文，之后对咸海问题持续关注，并与 26 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整个网络中，德国

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关系最强，两国共就咸海问题合作发表了 52 篇 SCI 论文。此外，德国与俄罗斯、

德国与美国、德国与中国、俄罗斯与美国、中国与美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

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也很紧密，共同完成了大量咸海研究工作。 
 

 
Figure 9.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country cooperation of SCI papers 
图 9. SCI 论文的国家间合作示意图 
 

2) 主要发文机构间合作情况 
利用 CiteSpace 对咸海研究的发文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反映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结果如图 10

所示。网络中节点大小与发文数量成正比，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看出，俄罗斯

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波恩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的发文数位于前列，且其 CiteSpace 可视化界面提取的中介

中心性均高于 0.1(数值大于 0.1 的为高中介中心性，在一定程度上表征某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以及在

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20])，表明这些机构在咸海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尤其是俄罗斯科学院，

无论是发文数(120 篇)还是中介中心性(0.55)均显著高于其他机构。 
从合作网络的整体分布来看，以俄罗斯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波恩大学为中心，形成了几个较大的

研究群落，此外还分散有一些小团队，同时这些团队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从而具有网络化特征。与俄

罗斯科学院合作关系更加密切的机构包括圣彼得堡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与中国科学院更加密切的机构如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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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而波恩大学在与维尔茨堡

大学、国际水管理研究院、国际干旱区农业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群落。

此外，东京大学与顺天堂大学、九州女子大学等也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其与国际其他机构之间

的合作很少。 
 

 
Figure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of SCI papers 
图 10. SCI 论文的发文机构间合作示意图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各数据库近 10 年发文总体呈显著增加态势，俄语区相关研究快速增长；收录论文在学科分布重

点和年度变化上存在差异。 
在发文数量上，从 1991~2018 年，三大数据库的变化趋势相似，总体随时间呈波状上升态势。表明

国内外学界对咸海问题的关注逐年在增加，特别是近 10 年来增速显著，相应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同

时，俄语区有关咸海研究的论文数近年已超越其他数据库文献。 
在学科分布上，三大数据库存在差异。国内研究更多地关注地质矿产方向，俄语区的成果较多地体

现对咸海及咸海地区基本面的研究，国际论文的研究则更重视对生态环境、水资源等领域的研究。 
在学科的年变化上，国内重点学科的研究大都在近十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在此之前的研究非常少；

俄语区的研究成果在苏联解体之初的约十年间只有很少产出，表明在此期间可能受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

影响而使对咸海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近年来则出现回暖迹象，生物、历史和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农

林业等研究增长显著；国际论文的产出表现要好于前者，其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主要学科的研究基本

保持了连续性，表明该方向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重点。 
2) 石油天然气相关机构在国内发文中居前，俄语区发文机构地域特征显著，国际层面以各国的国立

科研机构发文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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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文的机构分布方面，CNKI 发文较多的机构多为与石油天然气等相关的企事业机构，具有地缘优

势的新疆部分机构也位居前列，内地其它机构对该领域的研究较少；eLibrary 发文机构中以咸海流域相关

国家的机构发文居多，其次是与前者有着密切联系的俄罗斯所属机构；SCI 发文机构中，俄罗斯科学院

所属机构、德国赫尔莫茨协会、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发文位居前列，表明咸海问

题得到国际重要国立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 
3) 国内研究重点聚焦地质矿产，俄语区注重本底状况，国际学界持续关注生态环境。 
在论文研究热点方面，三大数据库除了在咸海、咸海流域、中亚、国家、河流等地理名词上具有相

似性外，在其他领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 CNKI 论文中，与农业、地质、油气等相关的主题词出现较多；

在 eLibrary 论文中与水资源、农业、生物、土壤、动物、历史等相关的主题是研究热点；SCI 论文中词

频位居前列的多与水文水资源、农业、生态环境等主题相关。 
4) SCI 论文中，欧美、俄罗斯和中亚、中国等发文位居前列，非洲和拉美地区较少涉及该主题；德、

美、乌、俄罗斯等国开展合作研究广泛，中国需继续积极拓展国际合作。 
在 SCI 论文的国别分布上，多数论文来源于欧美、独联体和亚洲部分国家，非洲和拉美地区对咸海

问题的关注较少。位居发文前列的国家包括德国、俄罗斯、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等。 
在国际合作方面，德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是与其他国家合作发文最多的国家，同

时，欧美国家之间在咸海问题上的合作研究也较紧密，而作为咸海流域国家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也积极与德国、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等欧美国家开展合作。中国与域外国家合作研究起步较晚，但发

展势头良好。 
5) 机构合作具有群落性和网络性特征 
在机构合作发文方面，最为活跃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波恩大学等机构，这些机构也是

在咸海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研团体。同时，在不同机构的合作关系上还表现出较明显的群落性和网

络性特征，即几个主要研究机构与其合作机构形成了关系较密切的合作集团，同时次级机构之间又相互

具有合作关系。欧美机构的合作开放性较高，日本研究机构的合作则主要发生在本国范围内。 

5.2. 讨论 

本文利用 CNKI、eLibrary 和 SCI 三大数据库的期刊收录论文，初步对咸海问题研究的特点进行了分

析，但尚未涉及对其它文献类型的分析，虽然在同类文献的对比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能够反映出一定特征，

但仍存在不够全面的不足，今后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研究报告、专著等类型文献的收集，对咸海

问题研究热点进行跟踪研究，为专家学者开展此方向的研究提供借鉴。 
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国内、俄语区还是其它层面对咸海的研究热度都在提升，其中俄语区增速更

快；在研究学科和热点上，国内研究更多的是受内生利益驱动(如对油气等矿产资源的开发等)，俄语区则

在探究咸海本底情况的基础上对其生态影响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国际上则始终重

视咸海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说明有关咸海快速干涸的机理以及造成的生态影响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

点和难点。 
咸海流域所属国家位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咸海问题也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关切。积极与流

域国家开展有关解决咸海问题的共同研究，既符合当事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助于解决区域生态和社会经

济问题，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为国内科技界在开展相应的研究时，了解欧美和俄语区对咸海问题的关注热点、

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国家和机构，以便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目标和寻找富有经验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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