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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训练学概论

1. 1964年在学习郭兴福式教学法的过程中提出，提出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即"从严、从

难、 、 "的简称。在中国早期竞技体育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2. 专项训练理论是研究阐明 的理论体系，它处于训练理论层次体系的

层。

3. 运动训练理论的层次体系包括： 、 、专项训练理论。

4. 1964年前民主德国哈雷博士等人编写的莱比锡体育学院函授教材《训练学》，奠定了训练学的

基石，同时也勾画出 和 两个层次。

5. 1983年田麦久在对主要竞技项目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提出在 与 之间

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层次：项群训练理论，阐述了依不同主导竞技能力而划分的8个项群的训练特点，

使运动训练的理论体系更趋完善。

6. 一般训练理论是阐述运动训练过程 的理论体系，它处于训练理论层次体系的

层。

7. 训练学研究的内容体系包括： 、训练原则、竞技能力训练、训练方

法、 。

8. 一般认为，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两个流派，一派以 为代表，注重理论研

究的严谨与理论体系的完整。另一派以 为代表，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单学科研究的深入以

及具体运动项目训练方法的实用性。

9. 运动训练的基本规律包括：一般训练规律、 和 .

10. 运动训练学是研究和阐明 的综合应用性学科。课程表现出 的特点。

11. 1964年前民主德国莱比锡体育学院哈雷博士主持编写的 函授教材，第一次把有关

训练的各种问题系统地汇集在一部专著之中，标志着 的形成。

12. 项群理论是研究和阐明训练过程中具有 的 训练规律的理论体

系。

13. 在运动训练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的突出贡献是（ ）

A. 提出周期训练理论 B. 提出超量恢复理论 C. 建立项群训练理论 D. 建立一般训练学和专

项训练学两个理论层次

14. 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三个层次不包括（ ）

A.一般训练理论 B.周期训练理论 C.项群训练理论 D.专项训练理论

15. 项群训练理论是研究整个竞技体育项目训练规律的理论。（ ）

16. 训练学研究的内容体系包括：一般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专项训练理论。（ ）

17. 一般认为，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两个流派，一派以美国为代表，注重理论研究的严谨与理论

体系的完整。另一派以俄罗斯、德国和中国为代表，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单学科研究的深入以及具

体运动项目训练方法的实用性。( )

18. 学习运动训练学的意义是什么？

19. 运动训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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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竞赛与运动训练

1. 体育的三大领域包括： 、 、社会体育。

2. 运动训练有形训练和 ，其主要目的在于 。

3. 运动训练是指在教练员的指导和运动员的参与下，为提高或保持运动员的 和

而专门组织的有计划的体育活动。

4. 竞技体育由运动训练、运动竞赛、 和 四部分构成，其中运动

训练是竞技体育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组成部分。

5. 现代竞技体育的特点是:竞争性、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 、 和 。

6. 现代竞技运动主要从 和 二方面来体现其价值。

7. 竞技体育形成的基本动因是： 、 、社会学因素。

8. （ ）是竞技体育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组成部分。

A.运动员选材 B.运动竞赛 C.竞技体育管理 D.运动训练

9. 运动员通过训练不断提高的竞技能力，若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其表现形

式是（ ）

A.运动员选材 B. 运动训练 C. 运动竞赛 D. 竞技体育管理

10. 下列不属于竞技体育形成基本动因的是（ ）

A. 生物学因素 B. 个性心理因素 C. 社会学因素 D. 美学因素

11. 超人的体力和技艺性是（ ）的特征。

A.竞技体育 B.群众体育 C.学校体育 D.大众体育

12. 无论从活动的时间、活动的容量，还是从人们投入的力度来看，在竞技体育的多种构建中，

最主要的是（ ）

A. 运动员选材 B. 运动训练 C. 运动竞赛 D. 竞技体育管理

13. 竞技体育是由若干运动员组成的群体行为，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运动员同时参与才有课可能组

织竞赛活动。这体现出竞技体育的特点是（ ）

A. 竞争性 B. 规范性 C. 观赏性 D. 集群性

14.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体育产业的总产值达到63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经济中的第22位支柱产

业，其中竞技体育产业占绝大部分。这说明竞技体育可以（ ）

A. 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B. 显示国家和社会的综合实力

C. 激励人类的自我奋斗精神 D. 促进社会大众的体育参与

15. 不属于我国训练体制高级形式的选项是：（ ）

A 国家队 B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代表队

C竞技体校 D 军队、行业系统代表队

16. 不属于我国训练体制初级形式的选项是：（ ）

A. 体育中学 B.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C.普通业余体校 D. 中小学体育代表队

17. 在现代竞技比赛和运动训练过程中，需要对原有计划进行必要的变更。这反映的运动训练的

特点是（ ）

A. 训练目标的专一性和实现途径的特点的多元性

B. 运动训练过程的连续性和组织实施的阶段性

C. 训练调控的必要性和应变性

D. 现代科技支持的全面性及导向性

18. 现代竞技体育主要由（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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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运动管理 B.运动训练 C.运动选材 D.场地器材 E.运动竞赛

19. 属于我国训练体制中高级形式的是（ ）

A 国家队 B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代表队

C竞技体校 D 军队、行业系统代表队

20. 现代竞技体育的主要特点是（ ）。

A.竞争性 B.长期性 C.公平性 D.集群性 E.专一性 F.规范性 J.公开性 H.阶段性

21. 现代竞技体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社会价值方面。（ ）

22. 对竞技体育来讲，体育竞赛是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组成部分。（ ）

23. 竞技能力只有在正式的、重大的运动竞赛中表现出来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具有真正的社

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

24. 中西方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功能、态度的认识都有较大的差别。（ ）

25. 竞技体育由运动选材、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三部分构成。（ ）

26. 运动训练和竞赛构成了竞技体育的主体，而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组成部

分。（ ）

27. 竞技体育的绝大多数项目都是从活动性游戏发展而来的，如田径、球类等。（ ）

28. 竞技体育与体育游戏的共性之一就是它们的规则和成绩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 ）

29. 影响运动训练成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平常所说的教练员、运动员、场馆器材等有

形训练外，饮食、睡眠、作息时间、营养补充、社会关系等无形训练的内容也会影响运动成绩。

（ ）

30. 运动训练是运动员在教练员的独立指导下完成的体育活动。（ ）

31. 如果用几个词语来概括竞技体育产生、发展的基本过程，按顺序可以排列为生存、宗教、军

事、健身、审美。（ ）

32. 简述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特点。

33. 竞技体育形成的基本动因是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

34. 运动训练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35. 现代运动训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36. 在运动训练中，实现训练目标任务的保障条件有哪些？

37. 现代竞技运动主要的社会价值有哪些？

38. 运动训练

39. 竞技体育

40. 中西方对竞技体育的认识是不同的，也难免会导致我们对竞技体育的认识产生偏差。你是如

何看待竞技体育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游戏？

41. 现代竞技体育的特点是什么，请结合自己的认识，谈一谈你是如何理解的？

42. 结合所学运动训练学理论知识，阐述运动训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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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群训练理论

1. 1964年前民主德国哈雷博士等人编写的莱比锡体育学院函授教材《训练学》，奠定了训练学的

基石，同时也勾画出 和 两个层次。

2. 1983年田麦久在对主要竞技项目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提出在 与 之间

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层次：项群训练理论，阐述了依不同主导竞技能力而划分的8个项群的训练特点，

使运动训练的理论体系更趋完善。

3. 按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项群可分为 和 二类。

4. 体能主导类项目可分为 、 和耐力性项目三类。

5. 项群主要是按照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 、 三个类属来进行分类

的。

6. 运动项目按运动成绩评定方法划分可分为测量类、评分类、命中类、

和 。

7. 800m跑按照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是 项目，按运动成绩评定方法是

项目。

8. 按照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艺术体操、花样滑冰是 项目，标枪是

项目。

9. 按照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射击是 项目，400m跑是 项目。

10. 竞赛项目按照动作结构分类，田径十项全能是 项目，铅球是

项目。

11. 按照动作结构分类项目，铁人三项是 项目，篮球是 项目。

12. 摔跤、柔道、拳击按运动成绩评定方法是 项目，但在没有出现绝对胜利的情况

时，则按 项目情况判别胜负。

13. 武术套路按照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是 项目，按照动作结构是

项目。

14. 按动作结构划分项群，可分为单一动作结构、 和 。

15.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的项目是（ ）

A. 篮球 B. 排球

C. 足球 D. 曲棍球

16. 在运动训练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的突出贡献是（ ）

A. 提出周期训练理论 B. 提出超量恢复理论 C. 建立项群训练理论 D. 建立一般训练学和专

项训练学两个理论层次

17. 从竞技能力的决定因素看，下列运动项目属于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群的是（ ）

A.跳远 B.跳水 C. 400米跑 D. 400米游泳

18. 从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看，乒乓球属于的项群是（ ）

A.测量类 B. 得分类 C. 命中类 D. 制胜类

19. 按动作结构对竞技项目的分类，田径男子十项和女子七项全能属于（ ）

A. 单一动作结构 B. 多元动作结构 C. 多项组合结构 D. 混合动作结构

20. 竞技体育按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分类，不属于体能类快速力量性项目的选项是（ ）

A.举重类 B.投掷类 C.对抗类 D.跳跃类

21. 按照项群分类不同类属，400米跑类属有误的是（ ）

A.体能主导类耐力性项目 B.测量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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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单一动作结构的周期性项目 D.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目

22. 按照项群分类不同类属，篮球项目类属有误的是（ ）

A.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目 B.命中类项目

C.多元动作结构的变异组合结构项目 D.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目

23. 按照项群分类不同类属，乒乓球项目类属有误的是（ ）

A.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目 B.制胜类项目

C.多元动作结构的变异组合结构项目 D.得分类项目

24. 在技能主导类项群中射击、射箭项目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决定因素是（ ）

A. 心理 B. 体能 C. 智力 D战术能力

25. 为了培养艺术体操、花样滑冰等项目运动员的艺术表现力应在训练中安排（ ）

A.柔韧性练习 B. 球类活动 C. 舞蹈练习 D. 表象练习

26. 竞技体育按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分类，属于体能类快速力量性项目的选项是（ ）

A.举重 B.100m C.跳远 D.标枪 E.撑杆跳高

27. 按照项群分类不同类属，武术散打项目类属正确的是（ ）

A.技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目 B.制胜类项目

C.多元动作结构的变异组合结构项目 D.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目

28. 按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划分，三大球（篮球、足球、排球）同属于命中得分类项群。（ ）

29. 400米跑和400米游泳同属于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群。（ ）

30. 体操、武术的成套动作练习一般为固定组合练习。（ ）

31. 田径运动中的所有项目，都属于体能主导类项群。（ ）

32. 项群按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是如何分类的？

33. 简述项群训练理论的科学意义。

34. 在项群训练理论建立之前，原有的二元训练理论存在那些不足？

35. 项群训练理论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36. 动作结构

3.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

1. 运动成绩是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结果，是根据特定的评定行为对运动员及其对手的竞技能力在比

赛中发挥状况的综合评定，它包括 和 。

2. 任何一个竞技项目比赛的运动成绩都是由 和 在比赛中的表现，以及竞赛结果的评

定行为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3. 体能是指人体的基本运动能力，运动员的体能包括 、 和素质。

4. 负荷量和负荷强度的搭配形式可以组合出很多种，但对于提高运动员的训练水平，最基本搭配

通常有三种，即 、 和加量加强度。

5. 恢复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即消耗、 、 、还原。

6. 要制定运动员系统训练计划，须通过训练起始状态诊断：运动成绩诊

断、 、 ，来完成目标状态建立，为运动训练过程确定一

个客观、准确的出发点。

7. 运动负荷的身体反应表现为 和 两个方面。

8. 根据运动员出现的训练症状，可以把过度训练分为二种，属于过度抑制的表现，称" "；

属于过度兴奋的表现，称" "。

9. 竞技体育的获得途径包括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其中后天因素有 、 和生



6

活因素。

10. 运动成绩是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结果，是根据特定的 对运动员及其对手的 在

比赛中发挥状况的综合评定。

11. 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因素中某中素质或能力的缺陷，可由其他高度发展的素质或能力在一定

范围内予以弥补和代偿，使其 保持在特定的水平，这种现象称为竞技能

力 。

12. 起始状态的诊断包括:运动成绩诊断、 、 。

13. 建立训练目标，需要建立 、 、运动负荷指标。

14. 运动训练中引起适应过程的外界环境变化包括施加运动负荷、 、

等。

15. 竞技能力由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作用的体能、技能、战术能力、 以及

所构成，并始终地表现于专项竞技的过程中。

16. 训练适应的特性包括：普遍性、特殊性、 和 。

17. 测量运动员安静时的晨脉，如果脉搏平稳，则说明 正常；如果脉搏连日持续上升，有

可能出现了 ，则应注意减少运动负荷。

18. 每天早晨便后、饭前称量运动员体重，如果体重保持平稳，则说明 正常；如果体重连

日持续减轻，便有出现 状态的可能。

19.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运动成绩决定因素的是（ ）

A.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的竞技水平。 B.比赛的地域条件、场地器材。

C.比赛结果的评定行为。 D.对手在比赛中表现的竞技水平。

20. 下列运动负荷的因素中，不属于负荷量因素的选项是 （ ）

A. 总时间 B. 次数 C. 总距离 D. 密度 .E总重量

21. 下列运动负荷的因素中，不属于负荷强度因素的选项是 （ ）

A. 速度 B. 次数 C. 负重量 D. 高度 .E.质量

22. 决定竞技项目比赛运动成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下面的描述不准确是（ ）

A. 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 B.对手在比赛中表现

C.裁判员在比赛中的评定行为 D.竞赛结果的评定行为

23. ( )是运动训练过程的出发点。

A.运动员现实状态 B.训练计划 C.训练目标 D.训练阶段的划分

24. 超量恢复规律是（ ）的依据之一。

A.周期安排原则 B.区别对待原则 C.适宜负荷原则 D.有效控制原则

25. 对于负荷量和负荷强度关系的描述，不准确的是：（ ）

A.两者同时存在，不可分割。

B.负荷量对有机体的适应影响起着比负荷强度更为重要的作用。

C.负荷量和负荷强度有一定的组合关系。

D.负荷因素不同数值的搭配和组合，形成了不同形式的负荷结构。

26. 下列预防过度训练的方法中，不合理的方法是 （ ）

A.合理安排运动训练。 B.遵守生活制度，注意劳逸结合。

C.在富氧地区进行疗养。 D.注意营养卫生、膳食结构。

E.每天早晨便后、饭前称体重。 F.每天早晨测安静时脉搏。

27. 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包括（ ）

A.体能 B.比赛能力 C.心理 D.技能 E.运动智能 F.战术能力



7

28. 下列运动负荷因素中，属于负荷强度因素的选项是（ ）。

A. 质量 B.远度 C. 负重量 D. 次数 E.速度 F.密度

29. 下列运动负荷因素中，属于负荷量因素的选项是：（ ）

A. 速度 B. 次数 C. 密度 D.总距离 .E总重量

30. 在过度训练早期,运动员会出现一些主观感觉方面的症状：( )

A.运动员感到疲惫不堪，食欲欠佳，睡眠不好。

B.运动员训练中有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的症状。

C.运动员出现冷漠、孤僻、沮丧、抑郁、缺乏兴趣、信心不足的症状。

D.运动员有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敏感固执，烦躁不安，容易激动等现象。

31. 运动员出现过度训练的早期症状后，若不能及时调整训练，过度训练会进一步发展，在运动

能力方面会表现出（ ）

A.运动素质下降，恢复时间延长，训练时极易疲劳。

B.动作不协调、不精确，出现多余和错误动作，学习新动作的接受能力差。

C.比赛准备不足，比赛时易受干扰，运动成绩下降。

D.技术、战术发挥不好。

32. 运动员出现过度训练的早期症状后，若不能及时调整训练，过度训练会进一步发展，在身体

形态机能会表现出（ ）

A.体重下降，面色苍白，头痛失眠，神经机能严重失调。

B.安静时脉搏和呼吸加快，血压升高，大量出汗。

C.胃肠机能紊乱，心悸、心杂音、心律不齐、心电图异常；

D.血红蛋白降低，白细胞总数增多，淋巴细胞减少，出现尿蛋白、血尿。

E.易患感冒、呼吸道感染、淋巴腺肿胀。

F.易发生肌肉拉伤、膝踝关节扭伤等。

33. 运动员训练后的完全恢复，指其机能恢复到或超过原有水平，适宜进行的训练是（ ）

A.协调注意力集中训练 B.最大力量训练 C.速度耐力训练

D.技术训练 E.比赛练习 F.反应和速度训练

34. 训练过程中的不完全恢复，是指负荷后人体机能已大部分恢复，但尚未达到原有水平，宜进

行的训练是（ ）

A.速度耐力训练 B.技术训练 C.一般和专项耐力训练

D.意志力训练 E. 力量耐力训练

35. 从训练学的因素看，导致过度训练的原因有（ ）

A.训练方法不当，训练内容过于单调。

B.负荷量度增加过猛或过大。

C.感冒发烧。

D.恢复方法不当。

E.生病受伤后过早训练。

F.恢复时间过长。

36. 对于过度训练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训练总负荷与机体承受负荷的能力相符合，训练适应正常

发展，机体水平和运动成绩提高；训练总负荷超过运动员机体承受负荷的能力，则会导致过度训

练。（ ）

37. 积极性的恢复使血乳酸消退的速度明显快于自然性恢复。（ ）

38. 决定竞技项目比赛运动成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对手在比赛中

表现、竞赛结果的评定行为。（ ）

39. 竞技能力的获得途径包括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和生活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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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研究表明：每一名运动员个体竞技能力的各个构成因素的发展大都呈现不均衡状态，这种非

衡状态是普遍存在的。（ ）

41. 竞技水平是运动员竞技能力在比赛中的表现，训练水平是指教练员组织训练工作的能力。

（ ）

42. 训练适应的意义在于：运动训练中施加运动负荷、有意识的打破机体内环境的相对平衡，使

之发生向较高技能水平的转化，在此水平上重新获得相对平衡。（ ）

43. 在系统训练的开始阶段或受新的不习惯负荷后，机体反应往往相当强烈，出现各种不适应现

象，经一段时间训练后消失。（ ）

44. 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起始状态与目标状态分别标识着一个完整的训练过程的起点和终点。（ ）

45. 训练总负荷超过运动员机体承受负荷的能力，很容易导致过度训练。（ ）

46. 体能对足球项目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起决定性作用。（ ）

47. 不管运动员出现什么类型的过度训练，其消除的方式方法应该是一致的。（ ）

48. 即使训练总负荷超过运动员机体承受负荷的能力，也不会导致过度训练。（ ）

49. 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非衡特征是指每一名运动员个体竞技能力的各个构成因素的发展大都

呈现不均衡状态，这种非衡状态是普遍存在的。（ ）

50. 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因素中某中素质或能力的缺陷，可由其他高度发展的素质或能力在一定

范围内予以弥补和代偿，使其总体竞技能力保持在特定的水平，这种现象称为竞技能力非衡结构。

（ ）

51. 竞赛评定行为是影响运动员成绩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裁判员的道德及业务水平、成绩的评

定手段和竞赛规则这样三个方面.（ ）

52. 不论哪一个运动项目，比赛结果都必须要分出名次。许多情况下，比赛名次的意义甚至超过

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的价值。（ ）

53. 竞技水平是运动员竞技能力在比赛中的表现，训练水平是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所达到的竞技

能力的水平，这二者都是对运动员竞技能力不同状态下的描述。（ ）

54. 在运动员的恢复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训练方法学、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多种恢复手段来

促进运动员的恢复。（ ）

55. 在训练后的恢复过程中，完全恢复指人体机能恢复到或超过原有水平，适宜进行协调注意力

集中训练，最大力量训练，反应和速度训练，技术训练，比赛练习等。（ ）

56. 按照训练学理论，运动员在超量恢复阶段进行下一次训练，可以获得较高的机能水平。（ ）

57. 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比赛是隔网进行的，因此选手竞技水平的发挥较少受对手的影响。

（ ）

58. 负荷量度的特性之一，即是运动员对负荷强度的反应一般不强烈，比较缓和，产生的适应程

度也较低，但适应比较稳定，消退也较慢。（ ）

59. 负荷量度的特性之一，即是运动员对负荷量的反应一般较为强烈，能较快地提高机体各器官

系统的应答水平，产生的适应性影响比较深刻，但适应不太稳固，消退也较快。（ ）

60. 训练适应的连续性，可以这样认识：训练中断，但训练适应不可能消退，因此在长期周期性

的系统训练中，运动员可以中断一段时间的训练而不会影响训练水平的提高。（ ）

61. 训练实践中机体的恢复有完全恢复和不完全恢复两种类型。不完全恢复是指施加负荷后人体

机能已大部分恢复，但尚未达到原有水平，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安排一些力量耐力训练、一般和

专项耐力训练、意志力训练等耐力训练的内容。（ ）

62. 训练实践中机体的恢复有完全恢复和不完全恢复两种类型。完全恢复指人体机能恢复到或超

过原有水平，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安排一些力量耐力训练、一般和专项耐力训练、意志力训练等

耐力训练的内容。（ ）

63. 起始状态的诊断在于为运动训练过程确定一个客观、准确的出发点，是建立训练目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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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计划的重要依据，起始状态的诊断包括运动成绩指标、竞技能力指标、运动负荷指标等三项

指标。（ ）

64. 训练适应的异时性表现在：机体因训练而产生适应性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机体各方面的训

练适应现象出现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机体在机能上的适应性往往先于结构上的适应性变化。（ ）

65. 体能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运动员的体能、技能与战术能力共同构成了运动员

竞技能力的基础。（ ）

66. 过度训练的机制是病理应激，是运动员有机体反适应性的变化。（ ）

67. 高水平运动员之所以能够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其关键因素是他们竞技能力的各构成部分都

得到了均衡发展。（ ）

68. 简述预防过度训练的常用方法。

69. 状态诊断在训练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70. 简述训练适应的作用。

71. 简述运动负荷的构成要素。

72. 简述负荷量度的相互关系。

73. 适应

74. 超量恢复

75. 运动负荷

76. 恢复过程

77. 训练适应

78. 运动成绩

79. 以下是我们经常在理论学习和训练实践中常用的名词，请对其基本涵义进行辨析。

运动能力、竞技能力、训练水平、参赛能力、竞技水平、竞技状态

80. 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运动实践，论述训练适应的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