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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体能训练对运动员身体机能的影响

商
!

攀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石家庄
!

*#****

#

摘
!

要!目的$探寻水下体能训练对耐力及大体重运动员身体机能的影响"方法$选取
C?

名耐力及

重竞技项目+球类项目大体重运动员随机分成水下体能训练组 )实验组*与陆上常规体能训练组 )对

照组*!分别进行
")

周的体能训练"实验结束!测试两组运动员的机能状态及相关血液指标"结果$

实验组的最大摄氧量+背肌核心力量+下肢力量以及平衡能力等均优于对照组!生理生化指标两组比

较变化不显著!且都在正常范围"结论$水下体能训练相对于陆上常规体能训练对耐力及大体重运动

员身体机能发挥了良好的影响"

关键词!水下体能训练#最大摄氧量#核心力量#下肢力量#平衡能力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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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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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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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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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商
!

攀 !

",+?Y

#"女"河北保定人"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运动生理学%

"

!

研究对象

选取河北省专业队运动员
C?

名 !基本资料

见表
"

#%主要为耐力项目以及重竞技项目&球

类项目的大体重运动员%

表
"

!

实验对象基本资料

运动项目
人数

男 女
平均年龄5

=

平均体重5
V

M

马拉松
* C "+'#i)'> C*'"i!'"

铅球
C C )>'"i?') ,#'!i)'C

铁饼
C ? )!'#iC', ,>')i?'+

举重
# # )"'"i!'? "**'#i")'>

柔道
? ? ",')i"*') ,C'?i""')

篮球
> C "?',i!'> ,#')i,'#

)

!

研究方法

)Z"

!

实验分组及训练方案

将
C?

名运动员按项目及性别随机分成水下

体能训练组和陆上常规体能训练组"即实验组与

对照组%实验组除进行日常专业训练外"要进行

为期
")

周的水下体能训练"每周训练
!

次"每

次
"#* S60

"包 括
"# S60

陆 上 热 身 活 动&

")*S60

水下训练&

"#S60

水下娱乐游戏%实验

组水下体能训练时"对照组进行常规陆上体能训

练%实验结束时对两组运动员相关指标进行测

试%水下体能训练计划及主要训练内容见表
)

%

表
)

!

各项目水下体能专项训练方案

目的 内容及方法 训练量&时间

提 高 心 肺

能力

水下靠背单车抗阻练习和水下运

转机抗阻练习/以运动员能尽最

大努力完成为宜%随训练能力提

高"抗阻力负荷逐渐增加%可通

过抗阻水流逆行运动及增加器械

的抗阻负荷实现%

各
#S60

#

#

"

组间间歇

"S60

增 强 腰 背

部 核 心 力

量 及 平 衡

能力

水中倒后走 !主要增强竖脊肌力量#%

仰卧位收腹 !主要增强腹肌力量"陆

上进行#/方式有三级"由简到难分

别是/

1'

双膝屈曲状态下收髋收腹,

5'

两下肢绷直状态下交替屈髋收腹,

N'

两下肢绷直状态下同时屈髋收腹%

训练时"先简后难"随训练能力提高

逐级进行练习%

"*S60

#

)

"

组间间歇

"S60

各
)*

个
#

!

增 强 本 体

感 觉 及 平

衡能力

水中单腿站/先无干扰"能力提

高后在水中站平衡软垫或半球进

行单腿站

!

"

$

)

#

S60

#

!

"依

个人能力可

适当延长站

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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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测试指标

生化指标/晨起空腹抽取静脉血"测量白细

胞 !

E]Q

#&血红蛋白 !

35

#&红细胞分布宽度

!

FKE

#&肌酸激酶 !

Q̀

#&血尿素 !

]:(

#&睾

酮 !

R

#等相关指标%

肺活量/采用肺活量测试仪进行测量"测量

两次"取最大值%

最大摄氧量/采用
JAbUU

最大摄氧量测试

分析系统进行最大摄氧量测试%

肌力/利用
\F@_BPUR

核心力量测试系统对

腹背部核心力量进行测试"应用美国
Q

=

454W

&

等

速肌力测试系统测试膝关节股四头肌及绳肌

肌力%

平衡能力测试/包括睁眼单腿站立&闭眼单

腿站立两个指标"秒表测量%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7[77"!Z*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

<i-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以
1

"

*Z*#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果

>Z"

!

体能的变化

表
!

结果显示"最大摄氧量&肺活量&膝关

节相对最大肌力指标"实验组较对照组提高显著

!

1

"

*Z*#

#,腹背部核心力量提高显著 !

1

"

*Z*#

#"腹部及左旋力量不平衡性非常显著性降

低 !

1

"

*Z*"

#%单腿站&闭眼单腿站时间实验

组较对照组有明显延长"且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1

"

*Z*"

#%

表
!

!

水下体能训练实验前后测试结果 &

&

<i-

'

测试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_

)

S1W

5!

S&

5

V

M

5

S60

#

#>'+i"?'>

#+')i"C'?

#

肺活量5
S& !*""')i)>"'" !)#+'!i)*)',

#

单腿站时间5
< "),'Ci!!')

!"*'#i)#'+

##

闭眼单腿站时间5
< C?'!i!'"

"+*'>i>'>

##

腹背部核心力量

腹部5
(S )*+i)*'"

)",i!?'#

#

背部5
(S >#"i!?')

>#,i!,'"

#

不平衡5
I

腹部
+'>

腹部
>'*

##

左旋5
(S ">,i"C'"

"C#i)"'"

#

右旋5
(S "C+i">'!

"++i)*'#

#

不平衡5
I

左侧
C'*

左侧
!'*

##

膝关节相对

最大肌力5

!

(S

5

V

M

#

股四头肌

慢速!

C*h

5

<

#

!'))i*')"

!'C+i*'!"

#

中速!

"?*h

5

<

#

)'",i*')+

)'#"i*')"

#

快速!

)>*h

5

<

#

"'+?i*'!*

)'"*i*')"

#

绳肌

慢速!

C*h

5

<

#

"'?*i*'))

)'**i*'"+

#

中速!

"?*h

5

<

#

"'>?i*')*

"'C*i*')#

#

快速!

)>*h

5

<

#

"'"*i*'")

"')Ci*')?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代表
1

"

*Z*#

!

##

代表
1

"

*Z*"

"

>Z)

!

生化指标变化

表
>

结果显示"整个干预过程中实验组与对

照组比较
E]Q

&

35

&

FKE

&

Q̀

&

R

变化不

大"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

1

$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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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指标实验前后测试结果

指标 正常范围 对照组 实验组

E]Q

5!

#

"*

!

,

5

H

#

>Y"* #'" C')

35

5!

M

5

GH

#

""*Y"?* "#'" "#'!

FKE

5

I ""'CY"!'+ ")'! ")'+

]:(

5!

SS%&

5

H

#

"'+Y?'! C'*+ C'?+

Q̀

5!

:

5

H

#

)*Y!** !**'>C )>!'#

R

5!

0

M

5

GH

#

"*Y"**" >+# >+!

#

!

讨论

#Z"

!

目前国内体能训练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集中在

技能主导类"体能主导类项目总体处于劣势"然

而造成我国体能类项目停滞不前的原因"并不是

没有重视体能训练的问题"而是因为竞技体育的

极值化*

"

+造成许多竞技项目体能训练出现诸多问

题/一是过分追求专项动作"忽视人体动作规

律"使得运动员肌肉发展不均衡"运动损伤增

加,二是体能各子能力及其要素之间内部结构与

专项特质匹配不合理"使得 (体能)相对过剩"

而参赛能力不足,三是不科学&枯燥的大负荷力

量训练可能引起运动员免疫机能的下降等*

)

+

%面

对低质量&低水平&高成本的体能训练与竞赛不

断对体能提出更高要求的矛盾"寻找更加有效的

训练手段"在进行高强度体能力训练的同时保持

运动员的免疫机能"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选取的实验对象主要为耐力项目以及

重竞技项目&球类项目的大体重专业运动员"目

的是为体能训练理论研究开辟新的思路与方法"

解决这些运动员在陆上体能训练方面存在的

问题%

#Z)

!

水下体能训练设计的依据

水的阻力比空气的阻力要大
?**

多倍"借助

水的压力&水的粘滞性在水中进行抗阻力训练"

施加的阻力越大"越能刺激大脑皮层"反射性地

调动更多的肌肉群运动起来"这就促使全身的肌

肉得到了统一有序的锻炼,水的密度和导热系数

都比空气大"在同等时间&强度下"水中运动耗

散的热量要比陆地大得多"实验表明"在
")m

的水中停留
>S60

所耗散的热量"相当于在同等

温度的陆地一小时所耗散的热量%水的温度要比

陆上低"低温水刺激会反射性引起甲状腺素分泌

量的增加"促使新陈代谢加快"加速肝糖元分解

和脂肪氧化"释放热量"不仅使血液温度迅速上

升从而维持体温平衡"而且有利于剩余能量的消

耗"可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脂肪在体内的堆积"促

使肌肉发达起来%水中运动还会改善人体的血液

循环"增加皮下组织的营养供应"促进皮脂腺分

泌大量的激素进入循环系统"使血液中的抗体生

成量增加"从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

+

%其次"经

常性的水下锻炼能使吸气肌和呼气肌的功能得到

改善"增强肺组织的弹性和胸廓的活动度"提高

肺通气和换气功能"增加机体的吸氧能力%因

此"水下体能训练可为耐力项目运动员及大体重

运动员提供良好的体能训练模式"产生良好的训

练效果"同时水的浮力作用可以减轻体重负荷"

避免大体重运动员陆上体能训练容易出现损伤的

弊端%综上"水下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耐

力项目及重竞技项目运动员在陆上体能训练的

不足%

#Z!

!

实验结果分析

经过
")

周的实验"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

的心肺能力&肌肉力量及平衡稳定能力均有显著

提高"血液指标变化不大%

#Z!Z"

!

最大摄氧量及肺活量变化

最大摄氧量是指在人体进行最大强度的运

动"机体出现无力继续支撑接下来的运动时"所

能摄入的氧气含量"是反映人体有氧运动能力的

重要指标"可作为耐力运动员的重要选材依据之

一%肺活量是指一次尽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

气体总量%肺活量大"说明机体摄氧能力和排出

废气的能力强"人体内部的氧供应就充裕"有利

于运动能力的发挥%高水平的最大摄氧量和肺活

量是有氧运动能力的基础"所有的运动项目都需

要具备良好的有氧运动能力"尤其中长跑&球类

项目等%陆上长跑训练一直是用来发展有氧耐力

的传统方式"但长期使用该方法"运动员下肢的

关节和肌肉承受的冲击负荷较大"容易造成损

伤%水下靠背单车抗阻练习和水下运转机抗阻跑

步练习"相对陆上运动有效降低了身体的机械应

力%通过抗阻水流逆行运动及增加器械的抗阻负

荷进行有氧锻炼"在保证运动员训练强度与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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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同时"流体阻力对机体提供了足够的刺激"

大大提高了新陈代谢"增大了训练者的
$_

)

和

3F

"使心肺功能有效改善%实验结果显示"实

验组最大摄氧量及肺活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

明水下体能训练可以有效提高运动员的有氧运动

能力%

#Z!Z)

!

平衡能力的变化

平衡指身体所处的某种固定姿态以及在运动

或在外力作用时能自动调整并维持这一姿势的能

力"正常情况下人体平衡由前庭系统&视觉系统

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协调完成%人的任何运动几乎

都是在维持身体平衡的状态下进行的"尤其是大

肌肉的活动"更需要有较好的平衡能力才能胜

任"平衡能力是一切静态与动态活动的基础能

力%在摔跤&柔道等对抗性项目比赛时"双方运

动员需要在有额外的力量附加并且不稳定的条件

下格斗"在不断保持自身平衡的同时"全力破坏

对方的平衡%因此"交手性对抗项目"不仅要求

运动员具有超强的体能"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

平衡能力%单足支撑等平衡训练"能增强运动员

本体感觉与姿势控制能力"改善人体平衡功能"

利用平衡软垫和半球"加大了平衡控制的难度%

水中单腿站训练"是在水的三维空间各个方位力

的作用下进行的"水一方面能够从各个角度对人

体进行刺激和锻炼"使肌肉协调发展,另一方面

能够对肌肉&骨骼给予缓冲和保护"避免运动损

伤%由于水的阻力作用"水下抗组训练及倒后走

等动作速度减慢"感觉反应的时间相应延长"使

得动作反馈充分"有利于神经对肌肉及动作稳定

性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平衡能力的发

展%本实验中"实验组运动员单脚站立和闭眼单

脚站立时间均显著长于对照组"说明水下训练对

身体的平衡能力提高具有显著效果%

#Z!Z!

!

核心力量的变化

核心力量的概念源于核心稳定性"

6̀5&4/

*

>

+

首次将核心稳定性的概念引入竞技运动训练"其

认为核心稳定性有产生力量&传递力量和控制力

量三方面功能%

1̀0

8

6V

*

#

+认为身体左右侧力量

不平衡可导致功能性的运动技术异常"进而导致

损伤发生率提高%核心稳定性是核心力量的结

果"核心力量是核心稳定性的具体表现形式*

C

+

%

强有力的核心肌群"对运动中的身体姿势&运动

技能和专项技术动作的发挥起着稳定和支持作

用%物体在流体中做相对运动"会受到流体所产

生的阻力"包括磨擦阻力&压差阻力&惯性阻力

等%人体在水下运动"通过调整水下运转机可改

变水的各种阻力%倒走在运动模式&身体的运动

特征&肌肉活动特征&步态特征以及动力学特征

上与正走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独特性%吕晓梅等发

现*

+

+

"倒走时腰部竖脊肌的积分肌电值明显高于

正走"倒走能增加腰背部肌肉的活动"加速局部

血液循环"从而改善腰背部肌肉内部的协调性%

(水中倒走)要克服不断变化的阻力"运动员需

要腰身挺直或略后仰才能完成"脊椎和腰背肌要

承受比平时大几倍至几十倍的重力和运动力"这

就使脊椎和腰背肌等得到了陆上训练所不能达到

的强有力的刺激"利于肌肉的发展%水中阻力的

增加"更能刺激人体大脑皮层"从而可以反射性

地调动更多的肌肉群参与运动"进一步促使全身

肌肉得到统一有序的锻炼%结合陆上屈髋收腹训

练"可有效促进腹背部核心力量的发展%经过

")

周的体能训练"相比较对照组"实验组腹背

部力量&左右旋转力量均有显著提高"力量发展

的不均衡性显著改善%说明水下体能训练较单一

的陆上体能训练能更有效提高运动员的核心力

量"有利于运动技能的发挥%

#Z!Z>

!

膝关节力量变化

膝关节作为人体运动的一个主要关节"在日

常生活和体育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膝关节的

工作能力和效率往往制约着大多数体能性运动项

目的水平"其屈伸肌群的力量对运动能力具有重

要的影响"对膝关节屈伸肌群的训练是力量训练

的重要内容*

?

+

%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膝关节损

伤最普遍"尤其是大级别运动员*

,

+

%实验结果显

示"实验组膝关节伸肌股四头肌&屈肌绳肌不

仅中速及慢速肌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快速肌力也

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水下体能训练较陆上体能

训练更能有效提高受试者的下肢力量及膝关节屈

伸肌力量%人体浸入水中时"在自然的状态下可

使肌肉松驰"肌肉的紧张度发生改变"病疼感降

低"借助于水的浮力&压力&阻力等物理特性"

可以提高肌肉的力量与耐力"增加动作的活动范

围"恢复动作的控制能力&平衡能力及协调能

力"可有效改善机体的灵活性"促进损伤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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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将水中有氧训练与力量训练

有机结合"使快肌纤维在有氧负荷下也得到了有

效训练"克服了张晓晖*

""

+提到的在水中只进行

有氧训练慢肌纤维增长迅速"而快肌纤维因刺激

不够增长缓慢的弊端%平衡能力的训练增强了膝

关节的本体感觉"改善了膝关节的稳定性"这对

于有效预防膝关节运动损伤及损伤恢复意义

重大%

#Z!Z#

!

生化指标的变化

基本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可客观评定运动员

承受训练负荷的身体机能状态%白细胞 !

E]Q

#

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运动员免疫机能的高低*

")

+

%

血红蛋白 !

35

#可参与体内的酸碱平衡调

节*

"!

+

"运动员在大负荷训练阶段容易发生缺铁

性贫血"

35

降低"影响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发

挥%红细胞分布宽度 !

FKE

#是反映外周血液

中红细胞体积差异程度的参数"运动员机体出现

疲劳积累时
FKE

值会变大%血清肌酸激酶

!

Q̀

#对大强度训练&疲劳积累具有灵敏的同步

反应*

">

+

"是运动员机能监控中最重要的指标之

一"大负荷的训练可引起血清酶活性增高*

"#

+

%

血尿素 !

]:(

#是反映运动量的指标"用来监

控运动员机体对运动量的反应*

"C

+

"训练负荷大"

]:(

值增加明显"反之增加不明显%睾酮 !

R

#

是机体内活性最高的一种雄性激素"一般来说"

当运动员身体机能良好时"

R

值变化不大甚至略

有上升"而在疲劳&过度训练或机能状态不好

时"

R

值则会下降%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

照组相关生理生化指标变化不显著"且都在正常

范围内"提示水下体能训练与陆上常规体能训练

运动员身体机能总体代谢相一致"没有出现过度

疲劳%

C

!

结论

")

周的水下体能训练较陆上常规体能训练"

能更有效地提高耐力及大体重运动员的心肺能

力&腹背肌核心力量&下肢力量以及本体感觉平

衡能力"并一定程度上可预防陆上训练可能导致

的运动损伤"此研究可为其他项目进行水下体能

训练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

&

!

李少丹
'

对专项训练方法的哲学思考%

-

&

'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

!

!*

)

C

*$

?!>B?!C'

%

)

&

!

马继政!牛洁!田东!等
'

力量和耐力组合训练生物

分子适应机制及现实应用%

-

&

'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

!

),

)

)

*$

C"BCC'

%

!

&

!

刘永祥!张晓辉
'

冷水浴对人的生理心理影响%

-

&

'

体

育文化导刊!

)**,

)

#

*$

",B)"'

%

>

&

!

关亚军!马忠权
'

核心力量的定义及作用机制探讨

%

-

&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

!

!!

)

"

*$

"*CB"*?'

%

#

&

!

0̀1

8

6V--

!

]1.S10QH

!

-%04<]3

!

491&'[/4<41<%0

<9/40

M

9O10G2&4W656&69

=

6S51&10N4<1<<%N6194GT69O

19O&496N60

X

./64<6024S1&4N%&&4B

M

619419O&494<

%

-

&

'AS

-7

8

%/9<J4G

!

",,"

!

",

)

"

*$

+CB?"'

%

C

&

!

黎涌明!于洪军!资薇!等
'

论核心力量及其在竞技

体育中的训练(((起源+问题+发展%

-

&

'

体育科学!

)**?

!

)?

)

>

*$

",B),'

%

+

&

!

吕晓梅!赵焕彬!张海涛
'

健身反向走的生物力学分

析%

-

&

'

中国体育科技!

)**?

!

>>

)

>

*$

"!,B">!'

%

?

&

!

吴翠娥!刘建春!袁鹏!等
'

等速向心运动中膝关节

屈伸肌群的
<\J@

研究%

-

&

'

体育与科学!

)**?

!

),

)

C

*$

)*B)!'

%

,

&

!

熊维志
'

优秀男子举重运动员腰背+膝关节等速肌

力与专项成绩的相关性研究%

-

&

'

成都体育学院学

报!

)*">

!

>*

)

#

*$

#+BC)'

%

"*

&

!

左自强!叶小明!刘丹宁
'

水中康复运动的作用原

理及其运用%

-

&

'

辽宁体育科技!

)**?

!

!*

)

!

*$

>*B>!'

%

""

&

!

张晓晖
'C

周浅水跑训练对有氧能力及
"#**S

跑

成绩的影响研究%

-

&

'

中国体育科技!

)*")

!

>?

)

#

*$

?+B""#'

%

")

&

!

陈婷!张治远!张月娟
'

高温预处理对力竭运动后

人血液白细胞
37[+*SF(A

及自由基代谢的影响

%

-

&

'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C

!

!*

)

>

*$

+>B?)'

%

"!

&

!

张漓!魏良忠!洪志强!等
'

中国古典式摔跤运动员

赛前训练的生化特点及机能评定%

-

&

'

中国运动医

学杂志!

)**)

!

)"

)

)

*$

)**B)*)'

%

">

&

!

刘艳
'

运动员运动性疲劳对代谢物质的影响%

-

&

'

山

东体育学院学报!

)**,

!

)#

)

C

*$

!?B>*'

%

"#

&

!

郭子渊!洪雷!蒋华社
'

应用血清酶监控散打运动

员赛前训练%

-

&

'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

!

)>

)

"

*$

"*!B"*#'

%

"C

&

!

冯连世!冯美云!冯炜权
'

优秀运动员身体机能评

定方法%

J

&

'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

('



第
#

期 商
!

攀$水下体能训练对运动员身体机能的影响

!"#H5)/2#5;#()M5+#:=&%#:?"

,

03;&/!:&3535

'

(5

9%"/#%#

,

0?"

,

03;&/-25;%3(5

73A(@[10

!

34546F4<41/NOU0<969.94%27

8

%/97N640N4<

"

7O6

X

61̂O.10

M

*#****

"

QO601

#

9.0%:&;%

/

23

4

&5$,6&

/

R%4W

8

&%/49O44224N9%2.0G4/T194/

8

O

=

<6N1&9/16060

M

%0<91S60110G9O4

8

O

=

<6N1&

2.0N96%0%219O&494<T69OO41;

=

T46

M

O9')&$%"7-

/

C?19O&494<2/%S9O4<91S6014;409<

"

O41;

=

19O&496N

4;409<%2<91S60110G19O&494<T69OO41;

=

T46

M

O92/%S51&&

M

1S4<1/4<4&4N94G10G/10G%S&

=

G6;6G4G

609%.0G4/T194/

8

O

=

<6N1&9/16060

MM

/%.

8

!

4W

8

4/6S4091&

M

/%.

8

#

10G%0B&10G/%.9604

8

O

=

<6N1&9/16060

M

M

/%.

8

!

N%09/%&

M

/%.

8

#

'RO4

8

O

=

<6N1&9/16060

M

<1/4N1//64G%.92%/")T44V</4<

8

4N96;4&

=

'A99O440G%2

9O44W

8

4/6S409

"

9O4

8

O

=

<6N1&<919410G/4&194G5&%%G

8

1/1S494/<%29O49T%

M

/%.

8

<1/494<94G'8&-#+$-

/

RO4S1W6S1&%W

=M

40.

8

91V4

"

G%/<1&S.<N&4N%/4<9/40

M

9O

"

&%T4/&6S5<9/40

M

9O10G51&10N4156&69

=

%2

9O44W

8

4/6S4091&

M

/%.

8

1/454994/9O109O%<4%29O4N%09/%&

M

/%.

8

'RO4NO10

M

4<%2

8

O

=

<6%&%

M

6N1&10G

56%NO4S6N1&60G4W4<1/40%9<6

M

0626N109609O49T%

M

/%.

8

<

"

10G5%9O1/4609O40%/S1&/10

M

4'9"(5+#=

-,"(

/

:0G4/T194/

8

O

=

<6N1&9/16060

M

O1<1

M

%%G4224N9%09O4

8

O

=

<6N1&2.0N96%0%2<91S60119O&494<10G

O41;

=

BT46

M

O919O&494<N%S

8

1/4GT69O/%.9604

8

O

=

<6N1&9/16060

M

'

<#

,

=(:+0

/

.0G4/T194/

8

O

=

<6N1&9/16060

M

,

S1W6S.S %W

=M

40.

8

91V4

,

N%/4<9/40

M

9O

,

&%T4/&6S5

<9/40

M

9O

,

51&10N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