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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 1 9 8 6一1 9 9 3 年微区及大田试验说明
,

对洼涝盐溃土采用不同培肥措施
,

培育
‘
淡

化肥沃层
” ,

改善了土壤理化生物伏况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因此

,
在不减少土体盐贮量的条件

下
,

以
“
肥

”
调控水盐

,

把盐分调节在土壤表层 4 0c m 根系活动层以下
,

在作物主要根系活动层

创造一个良好的肥水盐生态环境
,
以利实现高产

。

关键词 盐溃土
,

淡化肥沃层
,

肥盐水

在黄淮海 6 67 万公顷低产土壤中
,

约有 133
.

3 万公顷是未改造好的洼涝重盐溃土
。

由

于其地处冲积平原大型洼地边缘
,

地下通流迟缓
,

潜水埋深浅
,

矿化度高
,

土壤盐分含量高

且表聚
。

目前
,

洼涝盐渍区区域土壤水分排泄仍以蒸散为主
,

土体盐分是累积趋势
。

我们

认为
,

强化土壤培肥工程
,

实行高层次农水结合
,

建立
“

淡化肥沃层
” ,

加强土壤自身调节能

力是改 良和利用洼涝盐渍土的重要途径
。

一
、

试验条件和方法

(一 ) 试验条件

试验地位于马颊河中游段古黄河背河槽状洼地陵县试区
。

该区属温暖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

年均气

温 1 2
.

5 ℃
,

年均降水量 60 o m m ,
雨量分布不均

,

大部分集中在夏季
,

年际间降水量变幅大
,

丰水年与枯

水年相差 2一3 倍
,

高达 7 倍
。

年蒸发量为年降水量 3 倍左右
。

试验土壤为黄河冲积母质发育而成的盐渍土
,
潜水埋深 Zm 左右

,

土壤质地为通 体粉砂壤土
,
毛管

水活动强烈
。

(二) 试验方法

试验研究以微区试验为主
,

并配合田间试验和室内培养试验
。

微区试验 自 1 9 8 7 年至 1 9 9 3 年
,

微

区面积 4 m
,

(2 x Z)
, l m 土体四周封闭

,

下不封底
, 。一 2 0c m 土壤混匀后回填入池

,

土壤理化性质见表

1
。

试验设 1 0 个处理
,

麦秸 7 5 o o k g / h
a ,

麦秸 1 5 t / h
a ,

麦秸 3 0 t
/ h

a ,

牛粪 7 8 0 o t

/ h
a ,

猪粪 7 7 7 0 k g / h
a ,

羊

粪 7 9 0 , k g / h
a ,

羊粪 一st
/ h

a ,
羊粪 3 o t

/ b
a ,

化肥
,

对照
。

采用
“ 2 个平衡

”
方法

: l
·

盐分平衡
,

每年冬灌进

行一次盐分平衡
,

即 l m 土体实侧盐分含量与上体盐分含量 1
.

5 9 / k g 之差
,

称取混合盐随灌溉水加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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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

2
.

水分平衡
,

每次灌水前测定 l m 土体土壤水分含量
,

以田间持水量 (2 3 0 9 / k g ) 与实测水分含

量之差进行平衡灌溉
。

田间试验
,

自 1 9 8 6 年至 1 , 8 3 年
,

试验布置在地形低洼
,

排水不畅
,

表层盐分分布不匀的白潮盐土

上
。
土壤盐分含量和组成见表 2 。 试验分为 5 个处理

,

牛
、

猪
、

羊粪
,

麦秸每公顷各 巧
t ,

化肥对照
。

各

处理年每公顷施化肥 4 5 o k g N , 1 2 0 k g p : o , ,

作物为小麦
一
玉米

。

土壤养分
、

盐分
、

物理性质采用常规土壤分析方法
。

盐分形态采用 ” 4 型电超滤技术浸提
。

表 1 徽区土壤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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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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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培育
“

淡化肥沃层
”

的机理
1

.

培肥与土壤有机质的累积 大量研究表明
’‘一 3 , ,

土壤有机质能有效地改善土壤理

化生物学性状
,

黄淮海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稳定在 1鲍 / kg 以上
,

结合良好的水肥管理
,

一

般可满足一年两熟稳产高产要求
。

如果在内陆盐渍生态环境下
,

土壤有机质含量达 1 09 /

k g ,

开始具有抑盐作用
。

微区试验采用秸秆直接还田
,

秸秆过腹还 田
一

粪肥
,

化肥和对照等不同种类有机肥和

同一品种不同用量有机肥
,

经过 6 年培肥
, 0一 2 0c m 土壤有机质含量有不同程度增加 (表

3 )
。

顺序为麦秸 3 o t / li a > 羊粪 3 0 t
/ h a > 麦秸 1 5 t / ha > 牛粪 7 8 0 0 k g / h a > 羊粪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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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h
a > 麦秸 7 8 o o k g / h

a > 猪粪 7 7 7 o k g / ha > 羊粪 7 9 o sk g / h
a > 化肥> 对照

。

表 3 不同培肥措施下土壤有机质含且的变化 (g /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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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学方法研究土壤有机质年变化 J e n n y 基本原理
,

土壤有机质的年变化是由有

机质的补充量和分解量 J e n n y 积分
,

公式可表示为 :

O M ~ O M e 一 ( O M e 一 O M。

)一
, ”

式中 O M 为有机质含量 ; O M e 为最大平衡有机质含量 ; r
为有机质分解率 ; t 为时间

。

用此公式对不同培肥措施下 6 年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结果进行回归拟合
,

得到回归有

机质平衡含量
,

平均年分解率和有机质年投人量 (表 4 ) ; 用回归方程预测土壤有机质未来

年份的含量变化 ( 表 , )
。

上述可见
,

内陆盐渍土采用桔秆还田
,

施用粪肥和化学肥料
, 3一 5 年后

, o一 2 0c m 土

壤有机质含量能达到 1 0 9 / k g 以上
。

有机质达最高量平衡时间与有机质分解率相关
,

分解

率高
,

平衡时间短
,

如麦秸 3 Ot / ha 处理
,

23 年达平衡
,

而厩肥和化肥处理
,

则需 53 年达平

表 ‘ 不同培肥措施下土壤有机质平衡含量
.

平均分解率和回归的有机质年投人t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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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 R 为回 归拟合的相关系数
,

各处理 R 值均为极 显著水平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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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以
,

R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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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的单位分别是 g / k g , y r 一 ’, g / k g / y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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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培肥措施下土壤有机质未来预测 (g / k g )
T a b le 5 P r e d ie rio n o f o r g a n ic m a t t e r i n th e 5 0 11 u n d e r th e e o n d it io n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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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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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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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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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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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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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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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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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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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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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0000000000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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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44 1 2
。

3 88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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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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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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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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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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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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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

有机质最大平衡点是与施有机肥品种与数量有关
,

如羊粪 3 0t / ha 处理
,

平衡点为

1 4
.

7 9 / k g
,

羊粪 1 5 t / h
a 处理

,

平衡点为 1 2
.

6 9 / k g
,

羊粪 7 9 0 5 k g / h
a

处理
,

平衡点为 1 2
·

0 9 /

k g 。

说明随有机肥投人量的增加
,

土壤有机质在更高水平上达平衡
。

而等碳量处理
:
猪

粪有机质最大平衡点为 13
.

, g / k g
,

牛粪 13
.

89 / k g
,

麦秸为 12
.

, g / k g
,

说明土壤有机质的累

积与施用的有机肥品种有关
,

分解率 (
r
) 低

,

平衡点高
。

2
.

培肥对土壤全氮的影响 微肥区土壤经过 6 年培肥
,

土壤中全氮的积累量随土

壤有机质含量的变化而变化
。

有机肥培肥的土壤
, 0一 2 0c m 土层中的全氮含量均比化肥

培肥的效果好
,

更优于对照
。

用同一种有机肥培肥
,

施用量高的土壤全氮增长快 (表 6 )
。

羊粪 7 9 o sk g , 15 t , 3 o t 处理
, 1 9 9 3 年土壤全氮含量比 1 9 8 7 年培肥前分别增加 8 0多

,

1 3 0 多
,

1 3 5务 ;麦秸 7 5 0 0 k g
,

1 5 t , 3 o t 处理
,

分别增长为 7 7
.

5多
, 1 2 8外

, 1 3 2多
。

等碳量不同种类有

机肥
,

麦秸 7 5 o ok g
,

牛粪 7 8 0 0 k g
,

羊粪 7 9 0 5 k g ,

猪粪 7 7 7 0 k g
,

全氮分别增加 7 7
.

5多
,

7 7
.

, 并
,

80 呱
,

90 铸
。

说明增加土壤全氮
,

粪肥效果比麦秸好
。

以 19 9 3 年 10 组有机质含量为

(
x
)

,

同年全氮含量为 (y )
,

进行直线回归分析
,

得回归方程 y全 , 一 一 0
.

122 十 0
.

0 7 9 x 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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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培肥措施对土镶全 N 的影响 (g /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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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培肥措施对土壤生物活性的影响

T a b le 7 E f f e c t s o f d i f fe r e n t f e r t i li z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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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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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裁

牛粪
( 7 8 0 0 k g / l‘3 )

猪粪
( 7 77 0 k g / h

a

)

羊粪
仁7 9 0 , k g /h a )

羊粪
( 1 5t / h a )

.

1 X 1 0
了

6
。

6 又 1 0 ,
2

.

6 只 1 0 3 6
。

8 8 8
。

1 9

3
.

6 K 1 0 . 4
.

3义 1 0 ,

二二⋯二三⋯二三⋯二三
5

.

6 X 1 0a

6
.

g X 10 , 2
.

0 又 1 0 . 呼
.

4 X 1 0 3 13
.

8 0
。

3 2 6 8
。

2 4

3
.

2 火 1 0
‘

8
.

1 X 1 0 , 。

5 丫 10 洛 8
.

0 X 1 0 2
1 0

。

9 G
。

4 4 5 8
。

2 4

羊粪
( 3 0 r

lh a )
6

。

4 X 1 0 吕 8
。

4 X 1 0 , 0
.

5 X 1 0 ‘ .

2 X 1 0 ,
1 0 0

。

52 8 1 5
。

5

麦秸
( 7 8 0 0 k g / h a )

.

5 又 1 0 7 7
.

, 又 10 5 4
.

0 义 1 0』 1 3
。

2 0
。

7 9 1 7
.

19

麦秸
( 1 st

/ h a )
5

.

6 X 10 ‘ 6
。

9 又 1 0
, l

。

S X 10
弓

6
。

O X 1 0 ,
l 9 0

。

6 6 0 17
。

0

麦秸
( 3 0 t / h a)

8
.

4 X 1 0
.

6
。

g X 1 0 ,
3

.

3 又 10 4 6
.

6 X 1 0 3
2 6

。

2 0
。

7 10 1 0
。

6

化肥 5
.

6 义 1 0 .
4

.

7 又 1 0
, 4

.

3 又 1 0
.

3
.

4 X 1 0
,

5
。

3 4 0
。

3 2 1 5
。

6 0

对照 7
.

8又 1 0 ‘ 4
.

3 火 10 , 6
.

0 又 10 刁 8
。

0 X 10 之 4
。

2 7 0
.

2 9 2 4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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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一 0
·

8 0 2 (
n 一 2 一 8 时

, r o
.

。,

~ o
·

76 5 )
,

相关系数 (
r
)值达极显著

。

3
.

培肥对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的影响 在培育盐渍土淡化肥沃层过程中
,

土壤微

生物起着重要作用
。

盐渍 土投人有机肥
,

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繁殖
,

加强有

机物质的分解和士壤营养物质的转化
。

测定结果表明 (表 7 )
,

在盐渍土中
,

耐盐能力强的

枯草杆菌占优势
,

对照区
,

化肥区枯草杆菌数量最多
,

牛粪区
,

猪粪区则无
。

固氮菌数量

是土壤熟化指标
,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羊粪 3 0t 和麦秸 3 0t 区
,

固氮菌数量是对照区的

1
.

5一 2 倍
,

细菌总数是 1一 10 倍
。

纤维分解菌以麦秸区为最高
,

是对照区的 20 一 30 倍
。

表 7 表明
,

经过 6 年培肥土壤
, 。一 2 0c m 土层中的蔗糖酶

,

膝酶
,

磷酸化酶的活性均

高于化肥区和对照区
。

微生牧数量的增加和酶的活性提高
,

使土壤中难于被作物吸收利

用的物质
,

如有机氮
,

有机磷可加速转化为易被植物吸收利用
。

4
.

培肥对土壤水分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根据我们多年室内研究
。一4] ,

土壤有机质含

量在 1 0 9 / k g 时
,

开始具有抑盐作用
,

有机质含量达 15 9 / k g 时
,

抑盐作用明显
。

试验采用

微区三组基础土壤
,

有机含量分别为 7
.

0 3 9 / k g
,

11
.

4 39 / k g 和 15
.

4 9 / k g
。

并对土壤有机质

含量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

土壤饱和导水率
,

土壤水分扩散系数的关系进行测定
。

从图 1

可见
,

上壤有机质含量不同
,

其脱水和吸水曲线就不同
。

如果水势相同
,

三组水分特征曲

线上土壤水分含量不同
,

高有机质含量的土壤水分含量也高 ; 如果水分含量相同
,

三组水

分特征曲线上各点的土水势不同
,

要从土壤巾吸取同量的水分
,

高有机质含量的土壤要付

出更多的能量
。

从 图 2 可见
,

上壤有机质含量不同
,

其 8
一

又关系不同
。

在 O 值相同
,

有

机质含量高
,

又值也高
。

土壤有机质改变了土壤饱和导水率
。

据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7
.

0 3 , 1 1
.

4 3 , 1 5
.

4 0 9 / k g 时
,

其饱和导水率分别为 1
.

0 4 , 2
.

5 5 , 4
.

o 6 c m / m in 。 说明提高土壤有

机质含量则加强了盐渍土的透水性
,

加速了土壤脱盐
。

田间测试结果
,

土壤脱盐率 (y)与

土壤有机质含量(x )有一种线性关系
,

即 y 一 67
.

“ + 8 9 x 。

(二 )
“

淡化肥沃层
”

对土壤盐分的调控

J一 7
.

0名/ k s

2 一 1 1
.

4吕/ k g

3一 15
.

45 / k 3

:溉二
2祝暇

铸
八 0

·

4

日

学 。
.

3

目
.

宁 0
.

2
1 升 2

如
.

::众

1一 7
.

05 / k s

2 一 I]
.

4已/ k g

3一 15
.

4 已/ k g

�
日几UO八甘人日
�U八US比b

J,n‘,占

(己月)S

王0 12 1 4 1 6 1 8 2 0 2 2 2 4 26 2 8 3 0 3 2 3 4 3 6 3 8 4 0

。(cm
,

/ e rn ,
) x 1 0 ,

图 1 土壤不 同有机质含量与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的关系

0 0
.

5 1 1
.

5 2

入(c m 加时月)

图 2 不同土壤有机质含量 0
一
又 关系曲线

F 19
.

2 0 一

又 e u r v e s o f d i f f e r e n r c o n t e n t 。

F 19 一 R e la t i o n s hi p s b e t w e e n 5 0 11 o r g

‘ o n t e n r s a n d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c u r v e s o f

a ” ‘

于
5 0 1 1

o f o r g a n i e m a r r e r i n t h e 吕0 11

刀1 0 l s t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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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土壤盐分空间的调控 这是指在保持 Zm 土体盐分储量不变的情况下
,

将 0一

初。m 土层中高于 2 9 / k g 的过多盐分
,

调节到 40 c m 以下
,

使 0一 4 0c m 作物根系主要活动

层维持盐分淡化的环境
。

大田试验设置在一个排盐条件差的白潮盐土上
, 0一 2 0c m 土壤

含盐量大于 6g / k g
,

属硫酸盐氯化物盐土
,

通过培肥调节水盐
,

在高盐区建立一个
“

淡化

层
”

是完全可行的
。

并表现有机肥品种不同
,

调节功能也有所差异 (表 s)

表 8 不同培肥措施下 Z m 土体各层土壤盐分变化

T a b le 8 V a r ia tio n s o f s a lt e o n t e n t s in d i ff e r e n t 5 0 11 la y e r s

(g / k g )

w it h in 2 m o f 5 0 11

m a s s u n d e r e o n d it io n s o f d iffe r e n t f e r t iliz a rio n
n 】e a S U r e S (g / k g )

l } 土 层

处 理

T r e a r n 一e n t

年份

Y e a r

5 0 11 [ a y e r

(e m )

5一 2 0 6 0一 8 0 8 0一 1 0 0 1 0 乃一 1 5 011 5 0一 2 0 0

牛 粪

(7 8 00 k g / h a )

l , 8 6

19 8 7

19 8 3

::::
8

。

4 0

l
。

4 0

0
。

5 5

猪 粪

(, 7 7 0 k g / h a )

1 9 6 6

19 8 7

19 8 8

9
。

2 0

0
。

9 0

0
。

弓0

lll
。

2 000 1
.

1000

111
。

8 000 l
。

5 000

III 之,, . , ‘‘

;::: ::: :::: :: :::

羊 粪

(7 9 0 5 k g lh a )

19 8 6

19 8 7

l乡8 8

0
。

6 0

0
。

斗2 ;:::

222 0一 4 000 4 0一 6 000

222
。

2 000 l
。

5 000

222
.

0 000 1
.

9 000

lll
一

I UUU l
一

1 000

222
。

5 000 l
。

, 000

333
。

2 000 2
。

9 000

lll
。

7 777 2
。

1 555

222
。

6 000 1
.

只000

333
。

3 000 3
。

0 000

lll
。

8 888 2
。

0 555

III d ,, 1 ‘ ,,

222
。

1 000 2
。

0 峪峪

111
。

0 888 0
。

9 888

::::
1

。

6 0

2
。

0 0

2
。

56

1
.

5 0

1
.

5 0

1
。

8 2

::

6口JlfJO矛
‘,�了

⋯
,创
.‘几
n
�

麦 桔

( 75 0 o k g / b a )

1 9 86

1 9 87

1 9 88

6
。

3 6

0
。

5 2

0
。

呜7

:: :::: :: ):

4
。

0 3
早牛{二生}卫写

一

上些
I 。

七j 1 1 。 6 4 { l 。 2 1 } l 。 Z ,

对 照

1 9 86

1 9 87

1 9 吕8 ::::

6
。

5 5

2
.

57

1
.

77 ::;: ::;; ;:;: :;::

牛粪
、

猪粪
、

羊粪
、

麦秸及化肥对照各处理
,

1 9 86 一 1 9 8 8 年 。一 Z 0 00 m 土体含盐量变化

不大
, 1 9 8 6 年为 1

.

8 9 / k g , 1 9 8 8 年为 1
.

59 / k g ,

脱盐率仅为 16 %
,

但在 Z o o e m 土壤盐分剖面

空间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
,

即大于 2g / k g 含盐高峰层由 0一 4 0c m 土层
,

转移到 4 0c m 以下

的土层中
。

施用有机肥的
,

处理三年后
,

o一 2 0c m 土壤含盐量降至 19 / k g 以下
,

20 一 4 0 。m

降至 2g / k g 以下
,

而 4 0c m 以下土层含盐量均有增加
,

富盐层出现在 Zm 土体中部
,

而 。一

钓
。m 作物根系活动层形成了

“

淡化层
” 。

2
.

对土壤盐分形态的调控 为探索肥盐关系
,

我们将电超滤技术 ( E U F ) 引人盐渍

土研究领域
,

用以研究土壤盐分形态的变化
。

把电超滤在不同温度
、

不同时间和不同电压

下浸提出的土壤盐分定义为 0一 10 m in
,

20 ℃
,

20 0 v 为 E U F一

易解析盐分
,

易于植物吸收

利用的
。

把 1 0一 3 0 m i n , 2 0℃
, Zo o V 和 3 0一3 5 m i n ,

2 0
’

℃ , 4 0 0 V 定义为 E U F 一

难解析盐分

和不易为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
。

研究表明
,

施肥种植后
, 0一 4 0c m 土层中不但盐分含量

减少
, :币且用电超滤测定

, E U F一

盐分形态比例发生变化
。

厩肥处理的土壤中易解析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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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盐分减少 27 关
,

难解析的盐分增加了 10
.

56 关 和 16
.

44 务
,

麦秸处理 易解析盐分减

少 ”务
,

难解析盐分增加 7
.

“务 和 11
.

40 外
,

化肥处理及对照较差
。

说明 O一 40 c m 土层

中过多的可溶性盐大部分调控到 4 0c m 以下
,

其中部分盐分由易溶变为难溶
。

通过室内培养试验说明盐分形态变化
。

将含盐量 8
.

4 9 / k g 硫酸盐氯化物盐土加玉米

秆
,

土壤含水量 25 %
,

置于 28 一 30 ℃
,

相对湿度 80 一90 多 的恒温箱培养一年后
,

分析土壤

水溶性离子组成
,

发现有害离子 CI 一 , 5 0 1一
,

N 。+ ,
M扩

十

在加人到一定量的有机物时
,

数量

明显下降 (表 9 )
。

施用有机肥是改良盐溃土一种重要措施
,

据有关资料分析[4] ,

有机肥中

有机成分能络合
、

鳌合盐分化学组成中的有害离子
,

使土壤盐分中有害离子
,

从离子态变

为分子态
,

从可溶变为难溶
。

这方面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3
.

培肥对盐渍土产量的影响 大田试验从 1 9 8 6 年秋季种麦开始
,

至 19 8 9 年秋收

获玉米
,

三年共获六季产量 (表 1 0)
, 19 8 9 年对照处理年产 90 45 k g / ha

,

施肥处理平均

1 17 9 o k g / h
a ,

牛粪处理产量 最高达 12 6 9 o k g / h
a 。 六季产量分别作方差分析

, 19 8 7 年处理

表 , 添加玉米秸后阴阳离子变化 (
。m ol / k g )

T a b le 9 V a r ia t io n s o f a n io n s a n d e a t io n afre r in the 5 0 11 a d d itio n o f e o r n s ta lk s
(
e m o l/ k g )

5 0 若
-

H C O 犷 N a + M g
l + C a Z+

(家)公
u。日:。。p�0Uu。日。�。ul

龙契

翻口。luoo
如崛

(承)
1。口tn。�。。P�o一uo日。�。口工

龙势
一u。脚uoQ

喇如

(水)
脚u。tu妇。。。P�0lu口日。�oul

龙聊

lu。�ooU
喇如

(味)
-u。日。�。。P�0lu。日妇。Uul

翅势

1口。一uoU

如喇

(享)
lu。已、。。。p�o一口。日。�。ul

督实

lu。luoU
叫如

(水)pu。日。�。。。�(�曰u。tu。�。ul

遗聊
1口。�uoo

如喇

lu。日一:
�一

酬众

,
。

7

6
。

8

5
。

呜

5
。

0

}瓜石
一 }万:丁}

O口
..舀,几

⋯
,几内‘,曰

,且rJ‘.1

⋯
月,魂、�,‘干玉米秸

( 10 9 / k g )

亡J月、�

:
砚Jl、J千玉米秸

( 30 9 / k g )

十 1 9

一 5

一 1 2

+ 1礴

十 14

一 1 4

0
.

2 2

nl,砚J里户
.

⋯
,j玲J,、�,‘

干玉米秸
( 5 0 9 / k g )

8
。

8

一 8
。

8

一 1 1

+ 3 6

+ 1 4

一 3 0

+ ,

+ 1 7

+ 1 7

表 10 不同培肥措施对作物产t 的影响

T a b le 10 E f fe e t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fe r t i li 名a t i o n
口J e a 吕t ! r e s O n

e r o P y i e ld

试验处理

各小麦产量
W h e a t y i e ld

夏玉 米产量
C o r n y i e ld

每年总产
T o t a l Pr o d u c t i o n

T r e a t m e n t

1 98 8 1 9 8 9

k g / h a

19 8 8 1 , 8 8 1 98 9

牛粪
( 7 8 0 Ok g / ha

)

猪粪
( 7 7 7 0 k g / h a )

羊粪
( 7 9 0 5 k g / h a )

麦秸
( 7 8 0 0 k g / h a )

对照

3 9 54
.

0 4 7 6 5
。

5 4 7 斗6
.

0 5 89 9
.

5 7 7 5 0
.

5 7 9 4 8
。

5 9 85 3
。

5 12 5 1 6
.

0 1 2 6 9 斗
.

5

3 9 0 9
.

0 4 4 7 6
.

0 4 0 5 3
.

0 5 19 9
.

0 8 14 6
.

5 8 0 4 6
.

0 9 10 8
。

0 1 2 6 2 2
。

5 1 2 0 9 9
。

0

4 0 99
.

苏 4 2 36
.

0 3 7 2 6
.

0 52 , 9
.

5 76 12
.

5 7 7 4 0
。

0 9 39 9
.

0 1 18 月8
.

5 1 14 7 8
.

0

4 09 9
.

5 39 13
.

0 3 , 4 9
.

0 46 9 9
.

5 7 8 16
。

, 7 3 3 6
,

, 8 7 9 9
.

0 1 1 6 2 9
.

5 10 88 8
。

,

3 8 32
.

5 2 , 6 3
.

5 3 0 3 3
.

0 4 9 33
.

5 6 1 56
.

0 6 0 0 9
.

0 8 7 6 6
。

0 8 7 2 1
。

0 9 0 4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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