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卷 第 2期

1日跳年 6月

水 产 学 报
J O U N RA LO r万 S I HE I E RS O FC HN L人

V ol
.

8
,

N o
.

2

J u n e
.

1阳4

蓝点鱿渔业的最佳经济效果

叶 昌 臣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朱 德 山

(黄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蓝点鱿 (cS 。拼 b群 , 咧
。 N印 h , 她 , Cvu i时 击 va l 。

~ 幻 是我国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之

一
。

本文用生物经济模式 (基于 S e h a 。九 r 模式和 F o l 模式 ) 讨论了蓝点鱿渔业的经济效益
、

能源消耗和就业等问题
。

对其最大经济效益 ( U . 。 ,
)

、

最适能源消耗 (氏。 )和最适经济捕捞努力

量价
` ,

)等数值作了估算
,

列于表 2
。

如果以最大经济效益为这个渔业的管理目标
,

将捕捞努力

最控制在最适经济捕捞努力量水平 (几
。 , 约为 2 9 00 )

,

就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 U . 。 , 二 19
,

肠百

万元 )
。

把这个结果与最大持续产量的结果相比
,

渔业的经济效益将增加 巧
.

5万
,

能源消耗减

少 2 6
甲

8男
,

但产盘将下降 7
.

2男
,

约 2 000 吨
。

如果以增加就业为这个渔业的管理目标
,

捕捞努

力量可控制在 5 40 0 左右
、

和最大经济效益的结果相比
,

捕捞力盘可多安排 邓
.

8绍
,

但是渔业经

济效益下降 3 5
,

2牙
,

能源消耗将增加 7 8
甲

9男
。

蓝点绒渔业是黄
、

东
、

渤海的主要渔业之一
,

年产量约为 2一 3 万吨
。

1 98 0 年 hz u D -e

hS 幼 (朱德山 )曾用 S比 a e f e r 模型和 oF
x 模式估计过这种渔业的最大持续产量 (M S Y )和

相应的捕捞努力量 〔 1 , 。 稍后
,

又用 B ve er to n - H o lt 模式讨论了这种渔业的 管理 间题
〔 , , 。

刘蝉馨也讨论过这个渔业的管理间题侈 ) . 本文将讨论黄
、

东
、

渤海蓝卓鱿渔业的最大经济

效益等问题
。

资 料 和 模 式

1
.

资料

我们用文献闺 的统计资料
,

列成表 i
。

资料不连续
,

缺 19 6 6年
,

19 6 9 年和 1 9 7 1 年三

年资料
。

级鱼渔业的主要捕捞工具是流网
,

捕捞努力量以每 10 0 片网为一个单位
。

表 1

中
, 1 9 7 8 年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或者捕捞努力量的数值略有差错

,

其误差约为 2拓
。

我们未改动
。

但模式中的参数
,

在这次重新计算时
,

其值与原报告值有些差异
。

2
.

模式

我们以剩余产量模式为基础
,

添加经济因素构成生物经济模式
,

来讨论蓝点峨渔业的

经济效益
。

J e
朋叨 [’] 曾描述过 3 ho ae fe r 生物经济模式

。

本文除用 S c h ae f er 模式外
,

还用

(1 ) 朱德山
、

韦盔
,
1哭 2

。

渤黄东梅盔点鱿渔业生物学及其管理 (手稿 )
。

( 2 ) 刘蝉馨
,

功 8 3
。
蓝点鱿渔业〔手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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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年 份

均 6 4

加 6 5

玛皮

1伙犯

拍初

9 2 2 7

1盯 3

1济 4

加邓

196 7

19 7 7

拍 8 7

蓝点鳍渔业的捕捞努力 t和单位捅捞努力 t渔获 t资料

渔 获 遗 (吨 ) }捕 捞 努 力 盆
.

}单位捕捞努另五疆襄厦

1钩 9 8

加 5砚

卫习 O嗓 6

公泛念 )

6 2仪琏

3公盔份

36石 1 0

四 1 8 3

8 3胎 7

8 2以抢

8 3留 8

5 4 3 30

1 5即

H 8 3

6 1 1 1

1 9阳

3色妞

3占 2习

3么拍

8韵 3

8 0 49

韶 O 8

3班 2

蛆朋

1 1
,

6

17
`

9

1 1
.

2

扮
.

2

8
。

2

口
一

3

1 1
.

1

8
.

0

1 1
一

0

8
一

6

1 0
一

7

8
.

3

捕捞努力量是以 功O片网为单位(下同 )o

r 。二 生物经济模式
。

( 1) sc h a e f e r 生物经济模 式

咖
_ _

/ 云一 夕、
, , _ 、

.

二二二面了 = , 、 - - - 犷~ 一
甲

J一 J 、 拟 夕

尹肋 ` \ 刃 /
( a )

式中夕为种群生物量
, , 为内察自然增长率或生物潜能

,
希是环境条件允许的种群最大数

量
,

f( 二 ) 表示种群数量受捕捞影响的损失率
,

并假定与捕捞努力量 ( f) 成正比
。
当种群处

于平衡状态时
,

于是有
:

.Y =

亩
一卫 i鱼f,

~ ~ 犷

式中乙 为平衡渔获量
,
空为捕捞系数 ( 。反切 h iab il yt c oe f f c

恤幼
。

有
:

令 。 , 二
。 ,

粤
二 ,

.

则
,

、声、声,土乃山矛.
、廿、̀

或

可得

.y 二 。了一 bf
,

玖 f/ 二 。 一 fb

几 sY 一

嘿
一

J 。 。 x 一 Zb

蒯 Y 二

聋4 O
( 3 )

式中玖 f/ 为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
习呀r 为最大持续产量

,

.f yB 为相应于最大持续产

量时的捕捞努力量
,

称最适捕捞努力量
。

按式 l( ) 拟合表 1 资料
,

计算得 。 二 16
·

9 5 8 1
,

b 二 2
.

15 6 7 x 1 0一 和 月心了二 3 3 , 3 3 5 吨
,

几盯
= 3 9 3 1

。 r = 0
.

7 4 3 ,

统计检验
,

相关显著
。

现在按式 ( 1) 推导生物经济模式和有关的表达式
。

令 V 表示渔业的总 收入
,

尸 表

示渔获物的单价
, 即每吨渔获物的一次售价

。

有

V = F
,

.y 二尸 ( aj 一
护 ) (4 )

设渔业的总成本为 J
,

并假定渔业总成本与捕捞努力量成比例
,

则

J 二 了梦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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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尹 为每个捕捞努力量的消耗
,

即单位成本
。

则渔业总的利润 U为

U 二 V 一 J = Vr ( af 一
护 ) 一 J 了 (6 )

用式 ( 6 )讨论渔业经济效益不大方便
,

要根据式 ( 6 )求最适经济捕捞努力量 (九 , )
,

最大经

济产量 (M E Y )和渔业最大利润 (口谕
.

)
。

对式 ( 6) 求导
,

并令这个导数等于零
,

解之可得最

适经济捕捞努力量
.

d U

1 万
,

-

d[ V
沪 ( 。 f 一 b f

“
) 一 J, f 三

d f

则有
:

, _ -些一 _
刃

J ` 叩 一 Zb ZbV , ( 7 )

窃
_ _

`
_

_ 了
产

式甲 1 「 =九
` r (式 2 )

,

而厄石歹7 > u ,

有 九叩 < 八
` r 。

将式 ( 7 )代入式 ( l )
,

有
:

, 二。 、 , “ ,
J,

,

, “ ` 二 飞「 一 飞乙V压 ( 8 )

式中
釜

二

~
,

因飞
荞
厅 > 0

,

有 MYE < M二
。

求渔业最大利润 、
。

或 .f
。 ,
均可得 口扁

. 。

其表达式为
.

根据 M E Y

氏。 二
( V 坛 一 J, )

,

4乙V
,

( 2 ) F 。又 生物经济模式

. ` _ 偏
, 了 ; 二 _ 、 。 , 小

, _ 、

二从 垂一 夕傀
1 、 , ,

*
`

tI
_
` :

, ~ , 。 一 。 、
召 . 4 习人 、 “ . 即 一 曰。 F , 1 与

.

俏戈「、 、 切沪甲浏
~ 一下 , 一一

。

曰 了丝 』里 )探公二「
.

J

f
诬

例 几人 ;公 口U ,

书 :

扳

乙 =如
. 。 一 , ,

( 9 )

( 1 0 )

式中 矶 是与式 a( )中 无有关的一个参数
,

b, 二

子其他符号和

朱德山 〔习用式 ( l。 )拟合表 1 资料时
,

取反对数估计 矶值
。

q
、
犷
的意义同上

。

我们取下式估计 姚值
:

刃 (乙 f/ ) . `一 , ,I’

巩 二 匕匕二一一一一

周
。一 。 ,I’

用表 1资料估计式 ( 10 )的两个参数值为 夕 = l
·

8 506 X 1 0
~ ` ,

矶 = 1 8
·

。 29 3 , 犷 = 0
.

7 6 7
。

统

计 , 验
,

相关显著
。

并由式 ( 1。 )可得 .f
s , =

妥
= 。 04 (吨 )

,

,
二 二

争一
3 0 8 4。 (吨 )

.

用上述相 同方法推导 oF
x 生物经济模式和 九

。 , ,
五工E Y 以及 口袖

,

的表达 式
。

据 式

( 1 0 )
,

则有
:

V = V `

价 = V ’ft 奴。 一 t ” ( 1 1 )

J = J 了 ( 1 2 )

U = V 一 J o V ’ff `砂一

6’I 一 了了 ( 13 )
. ` _ _

`
_

、 , `

而
_

~

对式 ( 1 1) 求导
,

并令弓芬 = O
,

有
:

闪热
“

“
声

小 v
’
月 ` 叮 一 ”

’

门 ’

, 1
J . 。 , = 歹

J
尸。卜

’

矛

一 夕 V, =ut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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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f初值
,

用叠代法解式 ( 14 )
,

可得 .f 。 。

将 .f .o 分别代入式 ( 1 0) 和式 ( 1 3 )
,

可得最佳经挤

产量 M丑 Y 和渔业最大利润 玖~
。

M E Y 二儿
。一

矶
e一

’

加
,

( 1 5 )

吸
。 , 之 ( V

`

矶
。 一杏

’

加
,
一 J, .f)

。 ,
( 1 6 )

结 果 和 讨 论

上述两个模式
,

有六个待定参数
, 。 、

b
、

矶
、

b, 和经济参数
。

鱿鱼渔业的 。 = 1 6
.

9 5 8 1
,

石= 2
.

1 5 6 7 x z o
一 ` ,

石
` = i

,

8 5 0 6 x 1 0
一 ` ,

巩
= 1 8

.

0 2 9 3
。

V, 是渔获物的售价
,

按实际情况
,

V, 约为 1 1 0 0元 /吨
。

按平均估算
,

J, 二 5 0。。
。

计算结果为
,

统ha 幽
: 模式的几

, = 2 8 7 8
,

M E Y 二 3 0 9 42 吨
,

氏。 二 1 9
,

6 5 百 万 元
。

肠
` 模式 为 几

, 二 30 21
,

M E Y = 31 140 吨
,

巩。 = 19
.

15 百万元
。

图 1是按 sc h ae f er 模式绘制的峨鱼渔业的收入曲线 (式 4) 和成本曲线 (式 5)
。

图 3

是 oF
x 型的收入曲线和成本曲线

。

收入曲线是一条抛物线
。

它表示渔业的收 入 随捕捞

努力量的变化情况
,

开始时
,

渔业的收入随捕捞努力量的增加而迅 速增 加
,

达最 大值

(几 “ )后
,

随捕捞努力量的增加而下降
。

图中收入曲线和成本曲线相交处
,

称生物经济平

衡点
,

在该处渔业收入和支出相等
,

即 V = J
,

U = 。 ,

此时的捕捞努力量称经济无效捕捞

努力量
,

用 人
一 。

表示
。

这个 几
。 。

的表达式可以按它的定义推导出来
。

按 几
. 。

定义
,

有 O

二 U =
V
广

乃 一 J 了
,

在 se h a ef 。 模式
,

可得

J 二 J乍

丹杖似粗à补

。 l 以”
,

翔状 .
.1 ,冤目 全O以】 , X助 帕习 ?侧阅

图 1 绒鱼渔业的收人曲线和成本线
。

sc 如 fe er 型
。

几
_ 。 二 2几

, 二

粤
-

口

J,
bV’

= 5 7 5 5

在 r ox 模式中
,

可得

1 了 J
,

J “ · 。 号 一了气
~

歹忆丁几= “ “ 。

可以在图 1 上用作图的方法求出蓝点拔渔业的 .f
。 , ,

吸
。 二

和人
。 。 。

作平行于 成本线

J叭 并与收入曲线相切的 A 线
,

切点为万
,

由万作垂线与 J ,f 线相交于 S,
,

并与横轴相

交于 刃
。
刀 S 相当于渔业收入

,

夕刀 相当于渔业成本
,

5 5, 为渔业利润
。

可以证明
,

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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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作出的线段 召厅`
的距离最大

,

故 泞夕 =

-U
“ . ,

与此相应的横轴上的点 D 即为 几,
。

田生物经济平衡点的横坐标值 (点刀 )
,

即为 几
。 。 。

用这种方法估计蓝点鱿渔业的最大利

润约 1 9
.

5 百万元
,

最适经济捕捞努力量约 2 8 0 0
,

经济无效捕捞努力量约为 5 7 0 0
。

用这个

方法也能在图 3 的 几
二 式的收入曲线上找出蓝点蛾渔业的最大利润等数值

。

图 2 是按式 ( 6) 绘制的 S
c五。 ef er 式蓝点鱿渔业的利润曲线

。

图 3 中的 O 线是这个渔

业的 F 。二 式的利润曲线
。

它表示渔业的利润随捕捞努力量的变化情况
。

其特征是在初始

阶段
,

渔业利润随捕捞努力量的增加而迅速增加
,

当捕捞努力量增加到最佳经济捕捞努力

量 (九
o p
) 时

,

渔业利润达最大值
。

就蓝点鱿渔业说来
,

S比
a e f e r 式的 t瓜

口 J 二 19
.

6 5
,

孔
工

式的 .U
。 , = 19

.

16 百万元
。

S o h胡 f er 式的 -U 。 位于 曲线中部
,

孔
二 式 的 氏

。 ,

位 于 曲

线左侧
,

曲线两侧不对称
。

过最大值后
,

渔业利润随捕捞努力量的增加而下降
,

当捕捞努

力量增加到经济无效捕捞努力量 (.j
。 。

) 时
,

渔业利润等于零
。

即在图 1 中的生物经济平

衡点时的捕捞努力量
。

J 一 J了

尸汀
沁叩声叹咬j卜à卜

/
、
夕

、

痴习一公一勺

飞、、、
了

,,才,

图 2 鱿鱼渔业的利润曲线
。

S c h a e f er 式
。

加
, 二 28 7 8 ; 万。 。 二

19
.

“ 百万元

图 3 绒鱼渔业的收入助线 (犷二 《 6 ))

成本成 ( J 、 J ,, ) 和利润曲线成 ( C》

了脚 , , 302 1 ; U 。 。 一 扮
.

15 百万兄

能源消耗也是一个重要间题
。

我们用最适能耗 ( Oo
, ,
)表示渔业对能源利用的优劣

。

现

在假定
,

渔业的能耗与捕捞努力量成比例
,

令 O 表示能耗
,

引入 比例系数 H
,

它表示单位捕

捞努力量的耗油量
。

按平均计
,

蓝点皱渔业的 H = 1
·

5 个单位
。

有

O = 刀了

当捕捞努力量处于某个最适条件时
,

此时的能耗称最适能耗
,

用 久
, ,
表示

,

于是有

= 万几
,

二 H几 ,
( 17 )

式 ( 1 7) 表示了最适能耗的两种内容
。

一种是根据扬 计算
,

它表示了与最大经济效益相

应的最适能耗 ,另一种是根据 几 yB 计算
,

它表示了与最大持续产量相应 的最适能耗
。

因

庵。 > 几
p ,

所以
,

最大持续产量的最适能耗比最大经济效益的最适能耗大
。

在以下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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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
,

我们还用能源利用系数表示渔业利用能源的效果
。

本文中用能源利用系数仅指每

一个单位能耗获得的利润
。

现将本文的主要结果和文献〔l] 的结果
,

概括成两种管理目标应控制的最佳条件和效

果
,

列成表 2
。

为叙述方便
,

均以 sc h阴 f er 式为例说明
。

据表 2 资料
,

如果着眼于渔业的

经济效益
,

以最大利润为蓝点鱿渔业的管理目标
,

应把捕捞努力量控制在理论上计算的

2 9 0 0 标准捕捞努力量
。

可 以获得的最大利润
,

约 19
.

65 百万元
,

能耗为 4 3 17 单位
,

能源

利用系数为每单位能耗 4 5 5 0 元
。

把这个目标的结果与最大持续产量为管理目标相比
,

产

量下降约 7
.

2多 ( 2 。。 0 吨左右 )
,

渔业利润增加 1 5
,

5环
,

能耗减少 2 6
.

8%
,

能源利用系数提

高 6 7
.

7%
。

比较的结果表明
,

以最大经济效果为管理目标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

如果着眼

于产量
,

以最大持续产量为管理目标
,

把捕捞努力量控制在 4 0 0 0 个左右
,

比最大经济效果

为管理目标多产 2 0 0。 吨鱿鱼
,

可以多安排 1 0 0 0 个捕捞努力量
,

但其代价是渔业利润下降

13
.

4拓
,

能耗增加 3 6
,

6拓
。

在不严重影响蓝点鱿鱼资源的条件下
,

如果想以多安排一些渔

船来增加就业作为管理目标
,

可以把捕捞努力量控制在 F ox 式的几 sy
,

约 5 4 0 0个捕捞

努力量
。

把这个结果与最大经济效果的结果相 比
,

渔业 利润 下 降 3 5
,

2拓
,

能 耗增 加

7 8
.

9%
。

表 2 缎鱼渔业两种管理目标的控制条件和效果比较

管管理目标标 模 型型 捕捞努力量量 产量 (吨 ))) 经济效果 (百万元 ))) 能源消耗耗

量量大持续产且且 日。地
e l e r 式式 3 9 3彭 1多多 3 3

,
3肠` l ,, 17

.

0 111 58 9666

((( M S Y )))))))))))))))))))))))))))))))))))))))))))))))))))))))))))))))))))))))
FFFFF o x 式式 石4 0绍( 1》》 3 5

,
840 ` 3111

粉
甲

如如 8 1 0 666

最最大经济效果果 s c h a o f . 了式式 幼 7 8 ( I ,, 别) ,匀4 222 1 9
,

肠 《̀ ,,
43 1 7“ ,,

((( U , 阴 )))))))))))))))))))))))))))))))))))))))))))))))))))))))))))))))))))))))
夕夕夕 0 1 式式 3 0 2厂 . ))) 3 1

,
1 4 000 扮

。

16 ` . ))) 4 83 r ` 111

注
: ` , 〕

最佳捕捞力呈 (了助
,
) ; ` , ,

最佳经济捕捞力量 ( .I 浦 ) 号
`朴最大持续产量 ( M s Y ) ; “ ,

最佳经济效果 (口扔。 ) ;

` . 》
最佳能耗

。

渔业管理目标指的是控制多种因素从渔业资源获得某种预期的社会利益 〔 , ,
。

管理人

员 (或者决策者 )的责任在于确定要从渔业资源得到何种社会利益
。

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些

可供选择的范围和相应的证据
,

其中包括应控制的最佳条件
、

效果等资料
,

供决策参考
。

目

前这种渔业捕捞的是大量低龄鱼 ( 1 龄鱼 )
,
成鱼有减少的倾向

。

如果对此不加控制
,

蓝点

绒资源有衰败的潜在危险
。

参 考 文 献

【1 〕 Z h u D
日一 S h a n ,

1洲0
.

人 B r 宜。 f I n t r o d即七沁 n t o 七h e F i日肠 r l e , o ! C h i n 氏 尸通口 尸 f .肠巾 , 心扮 `时 a r ,

万 0
.

7 2 6
.

[ 2 〕 I n t o r im R e

op r 七 o f 七加 W o r k 昌加 P o n 七he S o le n 七i f宜
e 男“ i 已 f o r 七h e

M a n a

, m
e n七 o f P e n ae dl

S h r i m P
,

K
e y W

e 日七
,

F l o r l d a
.

1 98 了
,

N O A A T o e h n 三。 a l M
e
m o r a n d u m N M F 导

~

S E F C卜匀g

汇3 ] W i l l i a 皿
,

W
.

合 F ox
,
J r

.

,
1盯。

.

人 n E 又 P o朋 n t l a l S u r P l u卜Y i日 ld M od e l f o r 0 tP lm i“ i n g E x P OI l t ed
E止s h P o P u l a七i o n

.

T ar 匀
.

A仍巴犷
.

尸万容九
.

8如
.

, 1: 8。卜习8
.

饭4 ] J
o n 日 e n ,

人
.

L
,
I的 6

,

人 s 昌e 。 : m e此 Of 七玩 U n i七。 d S t a t 。 , L比
e

w 垃古。 f i o h (口付印佣筋: 砚 ”训叮。 r拼幼 )

凡 s加 r l。吕 o f t五e L a b s u P e r i o r ,

L北
日
M i e h i g a n

,

a n d L吐
e

H u r o n ,

J 夕镇a无
.

刀。a 万d
`

C“ ”
. 、

劝
:

牡不 7阳
,



2期 叶昌臣
、

朱德山 :蓝点酸渔业的最佳经济效果 1 7 7

T HE BES T O E CN O M I CR ES U L T O FR T HEI S FHR EI ES O FT E H

S P AN I S HM ACK ER EL

Y
eC h幼 g oh og

(盆 a对朋 F众彻
,

如 君己习合“仰而 1 0 . 云̀亡。云。 of L亿。移伽夕 P r o心执 c ` )

Z h u D e s h朋

(皿
“ r
彻̀ 万翻触犷初 , 五 e :

邵 r e无 oj 取忑葱。叨 S胡 )

A b s tr a e七

T h e

恤h e r y of ht e o p an ihs 功` e k eer l (凡。饥be 犷。 , o二 。 : 。印 h o。 `二 5 G u v i e r & V
a len

-

n e s ) 15 o n e o f i ln p o r七a武 fj 施
e r至e日 in 让

e 时 e a s o f 伍 e
Y

e lot w Sae a n d 卫 o h缸 S e a
甲

W
e

五a v o a d o P七de ht o t h e b协 e e o n o功 i。 山 do
e l w五i e il 10 b a

se d o n b o七h 吕e
he

a f er om d o l 幼 d

F o x

om d e l
, t o d加 e u s日 比 e p r o b l e功 o f P r o if t ,

en e r g y e
曲

s u m P t i o n 幼 d e翅 p l o y扭 e毗 o f

七h e f i组
e r y

.

T h e v a l u e 匀 o f t h o
m
忘 x i m u 坦 r ve en u e ( U

二` :

)
, o p t j功u m e c o n o

m i e e f f o r t

( .f
o p ) 幼 d o p t之~ IU en 份舒

e o n “ u 功扒 i o n (Oo
p , ) w e r e 图 t i功时 e d

.

T h二。 v , lue o ar o p r e , -

en t de j n t ab l o 2
.

I f 七he b喇
e e o n o功 10 r e o u h 15 t h e 二 a n : g e m e n t o

b j
e e t定v e o f t五。 f jo h e r y

w e c

叨 g et 七h6 m a x i咖m r ve
e

uen ( U . a 二 = 1 9
.

6 5 功 i l l i o n 。 ) 合 n d 伍 e o P tj m u m 即 er gy
e

on 翎 m tP ion w五e u ht o l咖 1 o f 恤
e

eff
o r七 i。 (几

。 p = 2 9 0 0 )
,

C o m p a r 主n g t o ht e r “ u l t

ob 协 i n de 介。二 伍 e m幼
a g e o e n t

Obj
e e桩v e 时 m

二二 i咖 m 。。 毗 a fn de y i e ld
,

伍 e r e v e

uen
w o ul d i n e r 。 “ e 1 5

·

5% 叨 d 也
e
en er gy

e
on “ u功 p七i o n w ou ld b

e d e e r e a o d 2 6
.

8终
.

B u t 七助

y i e ld w o u l d
r
ed u e o 7

.

2% ab o u t 2 0 0 0 t叻。
.

fI ht e e m p fo y

men
t 扫 ht 。

~
a
ge m e武 。卜

j
e e 、 j v e o f , h e 巧。 h er i。

,

伍
e e

ffo
r 。面hg o be e

ont
r o l l e d t o 5 4 0 0

,

c o i 孙
r sn g to 俪

r

。 ,七

o f t h e b e o t 朗 on o
而

e r图 u lt
, t五e e二禅

o y

~
t w o u ld b o j n e r

eas
e d 7 6

.

8%
,
b u 七七h e r e v eu e

w o u ld r e d u e o 3 5
.

2终 an d t h e

eenr gy e o

~ 功 tP i加 w o u ld b e i且 e r e . se d 7 8
。

9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