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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贻贝养殖中的敌害生物中华豆蟹

的繁殖和世代交替研究
’

朱崇检 崔秀林 陈桂梓 姚志国

(河北省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根据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东姜庄贻贝养殖海区三年来的调查研究资 料
,

概

述了中华豆蟹对贻贝养殖的危害和繁殖习性
,

着重探讨了中华豆蟹的世代交替情况
,

并提出两

项改变现有贻贝养殖周期以防止中华豆蟹危害的措施
。

主题词 贻贝
,

中华豆蟹
,

繁殖
,

世代交替

中华豆蟹 ( 图 l) 是生活在双壳贝类外套腔的一种小型寄生蟹类
。

其分布在河北沿 海

的个体
,

头胸甲宽最大不超过 15
.

5 毫米
。

根据

文献记载
,

它原分布于我国的辽东半岛
、

朝鲜和

日本 lL]
。

近年来
,

随着我国紫贻贝人工养殖事

业的迅速发展
,

它的分布 已扩大到贻贝人工养

殖的整个渤海和山东半岛沿海
,

数量也呈逐年

增多的趋势
。

据我们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东姜

庄贻贝养殖海区三年来的调查表明
:

其危害程

度
` ” 在一年里有二个月的时间较高 (超过 30 男 ),,

由于每年海况条件的差异
,

危害时间约在 了月

图 1 中华豆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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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到 10 月中旬之间
,

而危害高峰 (危害程度为药一 50 % ) 则在 g 月 2 0 日前后 ( 1 9 8。年为

8 月 2 3 日 )
。

此时可以导致有豆蟹宿生的贻贝肉重减少 50 终左右
,

而这段时间 也 正 是

贻贝秋收的集中季节
,

因而给贻贝人工养殖的产量和质量造成不少损失
,

成为目前贻贝

人工养殆中的主要敌害生物
` 2、

防止中华豆蟹的潜入从而提高贻贝养殖的产量和质量是生产单位的共 同要求
。

因此
,

了解中华豆蟹的生物学
,

特别是繁殖习性和世代交替是防治病害的必笋依据
。

为此
,

我们

从 1 9了9 年开始对中华豆蟹的生物学进行了调查研究
,

在工作中侧重对其繁殖习性和群体

组成进行了研究
。

关
种

华豆蟹的文献资料
,

我们收集到的不多
,

目前仅见到我国应彝 l
、

刘瑞玉
、

戴

爱云等曾在其形态
、

分布和一般生态方面做过一些描述 ll[
,

共 日本杉捕靖夫等曾在东京湾

木文曾提交给中国水产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 1匀87 年 1工月石一 10 日 )
,

井在学术讨论的分

组会上宣读
。

承刘瑞玉教授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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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朱崇俭等
,

I D7 9 年
。

河北秦皇岛近海豆蟹对紫贻贝人工养殖危害的凋查报告 (手稿
、

未发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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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县木更津沿海做过中华豆蟹对蛤仔 (枷砚沁卿
: 尹耐肠夕娜。 “州仇 ) 造成影响的生态观

察 〔。 〕。 本文拟就三年来调查的有关资料对中华豆蟹的繁殖和世代交替做专题讨论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的研究材料绝大部分取自河北山海关东姜庄沿海贻贝养殖区 (地理位置约在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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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30, 恨 )采样
。

在研究中华豆蟹的繁殖和世代交替时
,

采用 了对自然海区中华豆蟹群休组成的生物学测定与 幼 体

在诲区的出现和结束时间的调查和室内人工饲养相结合的方法
。

群体组成生物学测定的具体方法是
:

每月定期在贻贝养殖区指定的浮筏上随机取样 两次
,

铸次测定

中华豆鳖5 0尾
。

测定项目包括
:

头胸甲宽度 (用游标卡尺测量
,

精密度为 。
.

0 2毫米)
; 个体重量 (用 1 210 00

克天平称量
,

感量为 1 毫克 )
; 性别

:

性腺发育状况 ( 。~
.

工V期 )
; 摄食状况 (饱满度。~ 工工I级 ; 摄食种类定到

属名
,

抽样作 )
。

三年来
,

我们共测定弱次
,

共测定中华豆矍4 3。。尾
。

生物学侧定工作开始于 19 78年 6 月
,

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
,

从 1 979 年 生月开始
,

每次同时测定 19 宵

年和 1叼7 8年分苗养殖的贻贝中的豆蟹
,

从 1 9 79 年10 月开始又增加测定1 9 79 年分苗养殖的贻贝中的豆蟹
,

以了解不同年份出生豆蟹的组成情况
。

在每次测定后
,

整理出性比
、

头胸甲宽 (下简称甲宽 )组成
、

平均

甲宽
、

体重组成
、

平均休重
、

性腺发育及摄食状况等资料
,

取其中有关资料用以研究繁殖习性和世代交替

问题
。

关于性腺划期标准
,

找们参照了有关资料
,

以雌性豆蟹性脉为准划为 6 期
,

。期
,

性腺尚未发育 J 期
,

性腺开始发育 、 工I 期
,

卵巢中等大小
、

呈棕黄色
,

并开始有游 离卵粒出现 ; 111 期
,

卵巢发达
,

呈棕紫色
,

卵

子即将成熟
,

充满在头胸甲内 ; 工V期
,

腹部已抱卵 ; 11工。期
,

散籽后性腺又达将成熟型
,

腹部膨松且腹部各

对附肢较让
,

可以做为散过籽的标志
。

在繁殖期开始前后
,

在海区隔日连续用浮游生物网拖取样品
,

以了解幼体出现和结束的时间
。

与此同时
、

我们在室内对中华豆蟹进行了饲养观察
,

一般采用在常温下单容器单独饲养
,

冬季用炉

火使水温保持在 4
.

a3 c 以上
,

同时投喂小新月菱形藻
、

F
1 2

和扁藻
,

观察其生态和性腺发育状况 ; 对抱卵亲

蟹则 主要观察其散籽状况 并抽徉计数其散籽数量
、

散籽次数及性腺恢复情况等等
。

全占 果

1
.

繁 殖

( 1) 繁殖期 从 yI 期性腺 (抱卵 )组成的资料表明
:
在山海关东姜庄贻贝养殖区中华

豆蟹的繁技期 (指雌蟹抱卵 )是在 6 月下旬到 10 月下旬
,

繁殖盛期是在 7 月下旬到 9 月上

旬 (图 2 )
。

这个阶段该海区的旬平均水温值在 2 4
。

~ 26
“

一 2 3
0

0范围内变动
,

正值该海区

全年的高温期
。

中华豆蟹抱卵后的早期发育约需一个月左右时间即可发育到搔状一期幼

体孵化破膜
。

1 9 7 9 年 了月 18 日我们从贻贝养殖海区拖到了当年第一批孵化出来的 第 一

期搔状幼体
,

而 1 9 8 0 年是在 7 月 8 日首次发现的
。

搔状幼体在海区中继续变态发育
,

经

过大眼幼体期发育到早期幼蟹
,

便开始潜入贻贝的外套腔中宿生
, 1 9 7 8 年和 19 8。 年都是

在 8 月 23 日在贻贝中开始发现有当年生幼蟹潜入
,

而 79 年是在 9 月 4 日第一次发现的
。

因此
,

从搔状一期幼体到幼蟹期大约需 40 余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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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性征
、

排卵与受精 中华豆蟹的性征

和其它蟹类一样
,

从形态上主要是以腹部的形

状作为主要鉴别特征
。

雌蟹腹部呈椭圆形
,

雄

性呈锐三角形
。

这个性征在甲宽 1毫米左右的

早期幼蟹时还不能区别
,

此时雌性和雄性均呈

锐三角型
,

而需从雄性腹部第 1 节的一对附肢

延长成为交接器来区分
。

中华豆蟹的交尾活动

是在排卵之前进行的
。

在交尾时雄蟹已将精子

通过交接器送入雌蟹腹甲中部一对生殖孔的纳

精囊内形成精笑
,

当雌蟹排卵时
,

同时把精笑内

的精子散出而受精
,

排出的卵子即为受精卵
,

此

时不再斋要雄蟹的帮助
。

受精卵呈葡萄串状附

在雌蟹腹部的附肢上进行胚胎发育
,

经过细胞

分裂
,

囊胚期
、

原肠期
、

原搔状幼体期 以后孵化

破膜成为搔状一期幼体
,

到水体中营浮游生活
,

图 2 抱卵中华豆蟹出现时间和工V期性

腺组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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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发育结束
。

因此
,

中华豆蟹的早期发育是附在母体腹部度过的
。

(3 ) 繁拉力 中华豆蟹具有同一个体在一个生殖期内进行两次繁殖的现象
。

我们在

室内人工饲养亲蟹时观察到
:
当 6 月中旬到 9 月底期间水温在 24

.

5一 2 7一 18
.

5吧的条件

下
,

散籽过一次的亲蟹在 16 ~ 28 天后经过又一次发育
、

抱卵还能进行第二次散籽
。

由于

不同亲蟹的体质和环境条件的差异
,

并不是每个亲蟹都能达到两次散籽
。

我们在两年间

饲养 108 尾亲蟹的结果表明
,

大约有 1 4
,

3一 2 5
.

8 %的个体可 以进行两次繁殖
。

从室内饲养和生物学测定的资料看出
,

在一般情况下
,

雌性的生物学最小型是甲宽 5

毫米
。

我们还曾发现个别的生物学最小型为 4
.

5毫米
,

该蟹是在 79 年 5 月 24 日测定中

得到的
,

当时性腺为m期 (将成熟型 )
,

体重为 郭 毫克
,

饲养到 6 月 8 日进入 r 7期 (抱卵 )
,

到 6 月 29 日散籽 8 17 尾
。

从不同大小的个体 (4
.

5~ 1 3
.

2毫米 ) 看
:

其第一次散籽量从

8 17 一 1 1 9 65 尾不等
,

并反映出个体越大则散籽量越多的正相关趋势
。

一般在第一次散籽

后
,

性腺状况仍达近成熟型者
,

则有继续排卵发育到第二次散籽的可能
。

在第二次散籽时
,

其散籽量一般较第一次为少
。

亲蟹在第二次散籽后
,

性腺进入 O 期
,

体质极度衰弱
,

最多

再生活一个月友右 即死亡
。

从不同大小个体的 19 尾豆蟹参加第二次繁殖的散籽量看
:

两

次合计为 15 8 8尾~ 1 6 3 7 8尾不等
,

同样出现个体越大其散粒量越高的趋势
。

亲蟹开始抱卵

时
,

外观卵子呈棕黄色
,

随着胚胎发育
,

卵子外观逐渐呈灰黑色
,

卵径也稍增大
,

再发育到

呈灰黑 白色
,

并逐透明
,

这时就快要散籽了
。

亲蟹在散籽时
,

椭圆形的腹部全面展开
,

把附

着的将破膜卵粒裸露
,

并不停地抽动
,

搔状一期幼体相继破膜而出
,

进入水体中营浮游生

活
。

在正常情况下
,

散籽的全部过程一般约需 2~ 2
.

5 小时即可全部孵化散出
。

2
.

世代交替

世代交替问题涉及到中华豆蟹的出生
、

生长
、

繁殖和死亡等间题
。

如前所述
,

中华豆

蟹的繁殖期在每年的 6 月下旬到 10 月下旬
,

而脱膜出生独立在水体中营浮游生活是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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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搔状幼体开始
,

这时是每年的 7 月中旬前后
。

经过变态
、

发育开始潜入贻贝个体内的时

间是在每年的 8 月下旬到 9 月初开始
。

由于出生先后不同
,

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生长到

10 月下旬其甲宽范围为 1~ 8 毫米
,

而优势甲宽组是 1一 2 毫米
,

占甲宽组成的 a3 ~ 50 环

(图3 )
,

这时大个体的性腺已发育到万期
。

19 8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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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华豆撼当年生世代在 拍 月下句的甲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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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长情况 从三年米的生物学测定的平均甲宽来看
:

中华豆蟹的生长期主要是

在 5 月下旬到 10 月下旬阶段 (表 l)
。

在 5 月下旬之前
,

平均甲宽始终维 持 在 3 毫 米 左

右
,

进入 5 月下旬
,

甲宽开始递增
。

从表 1可明显地看出
, 6一 7 月两个月间可以增长 5 毫

米左右
,

8月份继续增长
,

到 8 月下旬由于当年生的幼蟹出现在甲宽组成之中
,

无法看出

递增的趋势
。

但根据前述的 79 年和 80 年世代的豆蟹甲宽组成 (图 3) 和其他甲宽组成资

料来看
,

在 加 月下旬以前仍继续生长
,

而且性腺也在发育
。

进入 n 月后生长基本停滞
。

所以
,

中华豆蟹的主要生长期是在每年的 6~ 10 月
,

这期间的旬平均温度是在抖
。

一 16
。

~

1 4℃范圃 内变动
,

同样是每年的高温季节
。

(2 ) 甲宽组成 在分析甲宽组成时
,

我们用了从 1 9 7 8 年 5 月到 1 9了9 年 1 2月和 1 9 7 9

年 1月到 1 9 8 0 年 10 月的连续测定材料
,

这期间测定的中华豆蟹分别取自 1 9了7 年 秋和

1 97 8 年秋分苗养殖的贻贝中
,

每半月测定一次
,

先后测定 71 次
,

共 3 5 5。 尾
,

结合前述的

生长和性腺发育情况
,

可以做为分析中华豆蟹世代交替的依据 (图 4
,
5 )

,

从近三年的资料

看来
,

世代交替的情况是一致的
。

以 1 9 7 8 年和 19 79 年 6 月 8 日的 甲宽组成材料为基础
,

由于当时 78 年世代还 未 出

生
,

因此代表了 7 7 年和 78 年出生世代的甲宽组成
,

甲宽范围分别是 1一 7 和 0
.

7 ~ 9 毫

米
,

优势组同样是 2一 3 毫米 ( 图 4 , 5 ( 1 ) ) ;这时性腺发育的组成是 。~ m 期
,

分别 以11 和班

期为主
,

占 5 7
.

1那和 4。%
。

到 7 月 7 日一 8 日仍然分别是 77 和 78 年单一世代的组成
,

经过生长优势组是 6~ 7

毫米 ( 图 4 <2 )) 和 2一 4
、

8~ 9 毫米 (图 5 ( 2 )) 这时W期性腺已分别出现
,

而以且和m 期为主
。

列 7 8 年 8 月 2 3 日
,

78 年当年生世代的幼蟹开始出现
,

以 O~ 1 毫米组占优势 ; 7 7 年

世代吧以 9~ 10 毫米组占优势为 50 环 (图 4 (3 ) ) ; 而 7 9 年世代的幼蟹是在 9 月 7 日测定

中出现的
,
0~ 1 毫米组占优势

,

78 年世代则以 9一 10 毫米占优势 (图 5 ( 3 ) )
。

到 9 月 2 2 日~ 2 3日明显看出由两个世代组成 ;在 工9 7 8 年的测定材料中 78 年世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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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97 7年分苗养殖的贻贝 中中华豆蟹甲宽组成变化 ( 1978 年 6 月至 1 979 年 10 月侧定 )

F堵
甲

4 T细 C。 工。和滋桩。 n o ha n g e 血 our
眺 w斌 h o f P

.

瓦” 酬面容还 卫娜`己哪 对碗抬
以拍 d一叨枷代 d i n 1 97 7 ( de 七

e

幽还
e d f

omr uJ n o o f l盯 s t 0 0 0 1{泛岭 r 试 1盯 9 )

过生长甲宽范围是 。
.

7~ 4 毫米
,

而以 。~ 1 毫米组为优势
,

77 年世代甲宽范围为 9~ 1 2

毫米
,

而以 9~ 10 毫米为优势组 (图 4 (4 ) ) ;在 1 9 7 9年材料中
,

79 年世代优势组为 1一 2毫

米
,

而 7 8 年世代 以 9一 1 1 毫米为优势组 (图 5 ( 4 ) )
。

到 10 月 2 2一 23 日仍能看出两个世代明显的组成 ; 在 1 9 7 8年材料中
,

78 年世 代 以

1~ 2毫米组为优势
,

甲宽范围为 0
.

了一 7 毫米
,

而 77 年世代甲宽范围为 9一 1 3 毫米 ( 图

4 ( 5 ) )
,

此时性腺组成中抱卵的yI 期只占 6
.

1男
,

繁殖进入尾声 ,在 1 9 7 9年材料中
,
7 9 年世

代甲宽范围为 1~ 7 毫米
,

以工一 3 毫米为优势组
,

而 78 年世代的甲宽范围为 9~ 15 毫米

(图 5 ( 5 ) )
。

此后便生长停滞
。

从 1 9 7 8 年 12 月 3 0 日测定材料看也
,

78 年世代甲宽范围仍为 0
.

8~ 了毫米
,

以 0~ 1

毫米组为优势
,

而 77 年世代甲宽范围是 9一 12 毫米
,

以 10 一 11 毫米为优势组 (图 4 (6 ) ) ;

19 8 0 年 1月 8 日测定的材料同样表明
,

79 年世代甲宽范围为 0
.

8一 8毫米
,

而 78 年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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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78 年分苗养殖的贻贝中中华豆蟹 甲宽组成变化 ( 19 7 9年 6 月至 飞￡8 。年 1。月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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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宽范围为 9一 14 毫米
,

也以 11 ~ 12 毫米为优势组 (图 5 ( 6 ) )
。

到 1 9了9 年 3 月 23 日
,

7 8 年世代甲宽范围仍为 。
.

名一 8 毫米
,

以 。~ 4 毫米组占优势
,

而 7 7 年世代甲宽范围为 g~ 1 5 毫米
,

仍以 1 0~ 1 1 毫米 占优势 ( 图 4 ( 7 ) ) , 1 9 8 0 年 3月 2 8

日材料表明
:

79 年世代甲宽范围为 1~ 8 毫米
,

以 1一选毫米组占优势
,

而 78 年世代甲宽

范围为 9 ~ 13 毫米 (图 5 (7 )
。

上述情况表明
:
在越冬期间中华豆蟹的生长是停滞的

。

到 1 97 9 年 5 月 ” 日
,

仍然明显地由两个世代组成
,

和 3 月下旬相比
,

基本上没有生

长 (图 4 ( 8 ) )性腺组成为 。一m
泊
期 ,从 1 9 8 0 年 6月 8 日的材料中

,

也同样看到这种情况

(图 5 (8 ) )
,

只是在性腺组成上
,

个别大个体开始有丁V期出现
。

到 1 97 9年 7月 7 日
,

78 年世代的甲宽范围为 1~ 12 毫米
,

以 2~ 5毫米为优势组
,

表

现出生长的趁势
,

而 77 年世代仅有 1 3一 14 毫米甲宽组 (图 4 ( 9 ) )
,

抱卵的个体已经在 6月

2 3 日出现 , 19 80 年 7 月 7 日的材料同样表明
:

79 年世代甲宽范围为 2一 12 毫米
,

以 3~ 5

毫米组占优势
,

而 78 年世代为 13 ~ 1 5毫米组 <图5 (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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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 0 7 9年 8 月 么3 日 , 色一 1 2 毫米范围为 7乞年世代
,

而 7? 年世代仅有 1 5~ l色毫米

组 (图 4 (一0 ) ) ,而 1 9 80 年 s 月 2 2 日材料表明
:
3~ 1 4 毫米为 7 9 年世代

,

而 7 8 年世代已经

消失
,

当时在测定中也发现有 14 毫米左右的大型豆蟹 已经死亡 (图 5一 1 0 )
。

到 1 9 79 年 9 月 11 日
,

78 年世代甲宽范围为 3一 13 毫米
,

77 年世代 已经消失
,

以后

不再出现
,

而 。~ 2 毫米组的 79 年当年生嗽代开始出现 ( 图 4 ( 1 1 ) ) ; 1 9 8 0 年 g 月 7 日材料

同样表明 。 79 年供代甲宽范围为 2一 15 毫米
,

也以 10 ~ 11 毫米为优势组
,

而 。~ 1 毫米组

的 80 年生世代开始出现 ( 图 5 ( 1 1 ) )
。

到 79 年 10 月 24 日
,

9一 12 毫米甲宽范围为 78 年世代
,

而 。~ 8毫米组为 79 年世代

甲宽范围 ( 图 4 ( 12 ) ) ,而 80 年 10 月 22 日测定的材料也表明了同样的分布 (图 5 ( 12 ) )
。

上述情况表明
:
每年 7月 出生的世代

,

在 8 月下旬或 9 月初潜入贻贝
,

经过生长发

育
,

其中先出生的大个体到翌年 6 月下旬开始参加繁殖
,

在群体组成中部分体质健壮的个

体在 7 ~ 8 月 间还有可能参加一次繁殖的机会
。

一般情况是
:
这些少部分参加两次繁殖的

个体
,

当年秋季便会在群体组成中死亡消失 (这种情况在室内人工饲养中也得到证实 )
。

而

在翌年后期参加繁殖的中
、

小个体
,

在当年一般只有一次繁殖的机会
,

这样的群体就组成

图 4 和图 5 ,

( 4) 一 ( 6) 中的大个体组
,

再经过一个冬天后
,

始终构成甲宽组成中的大个体

组 (图 4 和图 5 ,

(7 )一 ( 1。 ) )
。

从第三年 6 月下旬开始
,

先后再次繁殖
,

到 8 月下旬就全部

死亡消失
。

此时该世代完全结束
。

综上所述
,

中华豆蟹的世代交替情况是
:
某年在繁殖期早出生的个体

,

到翌年繁殖期

在群体中有一部分可以参加两次繁殖后死亡消失
,

这样个体的寿命越过一个冬季
,

只有一

周年多 ;而晚出生的小个体
,

到翌年繁殖期只参加一次繁殖
,

再过一个冬季
,

到第三年繁殖

期早抬欠繁殖后而死亡消失
,

这样个体的寿命可以越过两个冬季
,

活两周年
。

自然海区中的

中华豆蟹
,

就是这样进行世代交替的
。

当然
,

由于贻贝在人工养殖生产上是在当年夏秋季分苗
,

翌年秋季收获
,

因此在这样

生产周期的限制下
,

中华豆蟹只能生活一周年多
,

大多数个体只能参加一次繁殖
,

而在前

一年早出生的少部分大个体有可能参加两次繁殖
,

世代随着贻贝的收获而结束
。

讨 论

认识了中华豆蟹的世代交替情况
,

是否能从贻贝人工养殖的养殖周期上寻求一个适

宜的途径来根治豆蟹? 我们认为
,

为了根治豆蟹
,

除了从物理
、

化学
、

生物防治途径考虑并

开展相应的试验研究工作外
,

从贻贝养殖制度上
,

想办法不让中华豆蟹有参加繁殖延续后

代的机会
,

这也是根除豆蟹的重要途径之一
。

为达到这个目的
,

从改变现有贻贝养殖的制

度上着手
,

我们提出两个建议
:

1
.

创造条件
,

开衣贻贝秋 苗春收的养泣 利用贻贝秋季还有一次繁殖的生态 习 性
,

在养殖区采集秋苗
,

越冬后到翌年 5 月份肉眼刚能看到
,

养到秋季 9月 中旬平均壳高为

39
.

9 毫米
,

1D 月 中旬为 4 8
.

7 毫米
,

11 月中旬为 53
.

9 毫米
,

这样的个体完全可以参加繁

殖
,

继续采秋苗 ,再过一个冬季
,

到第三年春天贻贝繁殖前收获
,
平均壳高可以达到 60 毫

米左右
。

这样即使豆蟹幼体在第二年夏季潜入贻贝体内
,

而在第三年春季得不到参加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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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机会便收获了
,

从而把豆蟹的繁殖期错过
,

使之逐渐消灭
。

不过
,

目前河北省采集贻

贝秋苗的具有生产价值的苗场尚未形成
,

在养殖管理上
,

需要改变生产周期
,

浮筏需在海

上越冬两次等等
,

还有若干试验研究工作需要进行
。

2
,

把 目前的养贻贝春苗
、

秋季收获的制度改为春收
,

就是原来在夏秋季收获改为 6月

份收获 这时贻贝春季繁殖期已经结束
,

生产上可 以采到春苗
,

而豆蟹的繁殖期还未开

始
,

豆蟹得不到繁殖的机会
。

这样一方面可 以解决贻贝的苗种间题
,

同时又可 以消灭豆

蟹
。

最多连续两年
,

豆蟹便可以消失
,

但是这两年间的贻贝产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

上述意见请各级主管部门权衡利弊
,

研究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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