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历城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依据有关规定，制定本预

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

（HJ633-2012）》《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函

〔2013〕504 号）、《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

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环大气〔2022〕68

号）、《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山东省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鲁政办字〔2023〕34 号）、《济南市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济南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济政发〔2022〕6

号）、《济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济政办字〔2023〕42

号）等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区行政区域内出现除沙尘天气外的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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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时的应急处置工作。 

1.4 预案体系 

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本预案、区有关部门

（单位）、街道办事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相关

企事业单位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减排操作方案。 

1.5 工作原则 

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应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兼

顾，积极预防，属地负责、部门联动，积极应对、差异管控，

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的原则。 

2组织领导 

2.1 组织机构 

区政府成立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

挥部），并入区生态环境委员会。总指挥由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副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局长担

任。成员由区委宣传部、区发展改革局、区教育体育局、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区城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区卫生健康局、市交警支队历城区大队、国网历城供电公司等

部门及各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组成。 

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市生态环境

局历城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2.2 机构职责 

区指挥部以区生态环境委员会名义开展工作，负责组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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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修订完善区级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统筹重大事项决策、预警发布与解除、应急响应启动

和终止等工作；督促指导各街道办事处和区有关部门（单位）

做好应急管理、应急响应、信息公开、应急保障、应急培训、

应急演练、监督问责等工作。 

区指挥部办公室以区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开展工

作，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联动机制，

制定辖区预案和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根据空气质量变

化趋势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预警及解

除信息，向区指挥部提出启动或终止应急响应建议，并组织实

施；协调相关部门（单位）接受媒体采访，提供新闻稿件；向

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有关情况；承担区指挥部日常协调管理等

工作。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详见附件 1。 

3预报预警 

3.1 风险评估 

重污染天气是大气污染物排放、气象条件和二次转化综合

作用的结果，影响人们正常生活，危害人体健康。依法实施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是预防和缓解重污染天气影响、保障群众

身体健康的必要措施。 

3.2 预警分级 

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采用空气质量指数（AQI）指标。 

1.细颗粒物（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预警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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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低到高分为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 3 级。日 AQI 按照连续

24 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 

黄色预警：预测日 AQI＞200 或日 AQI>150 持续 48 小时及

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预测日 AQI>200 持续 48 小时或日 AQI>150 持续

72 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预测日 AQI>200 持续 72 小时且日 AQI>300 持续

24 小时及以上。 

2.臭氧（O₃）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标

准：预测日 AQI>150 持续 2天及以上。 

3.3 预警发布与解除 

区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市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预警或解除信

息，及时向区指挥部报告，并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微信等方

式发布预警或解除信息。 

4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1.对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实行分级响应，由

低到高依次为Ⅲ级应急响应、Ⅱ级应急响应、Ⅰ级应急响应 3

个等级。当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当发布橙色

预警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当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Ⅰ级应

急响应。 

2.对 O₃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不再区分应急等级。当

发布 O₃预警时，启动 O₃重污染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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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响应程序 

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后，区指挥部按照本预案及时启

动应急响应，区指挥部办公室立即向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发出通

知。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及部门（单位）应急预案迅速采

取相应应急措施。 

4.3 总体减排要求 

1.动态修订减排清单。及时修订应急减排清单，充分利用

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污染源普查和源清单编制成果，对重点

涉气工业企业进行逐一排查，确保重点行业工业企业全部纳入

应急减排清单，非重点行业但属于主要涉气企业的，一并纳入

应急减排清单管理；其他涉气的工业企业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

采取统一的应急减排措施。对居民供暖锅炉和对当地空气质量

影像小的生活服务业，不得采取停限产措施。 

2.切实落实减排比例。配合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算应急

减排基数和各级别预警条件下工业源、扬尘源和移动源清单的

应急减排比例，确保满足应急减排要求，实现预期应急减排效

果。 

4.4 响应措施制定原则 

1.实行差异化应急管控。按照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的原则，对重点行业工业企业实行绩效分级和差异化管

控，对涉及民生需求的工业企业、重点建设工程实行应急保

障。 

（1）重点行业工业企业。依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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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

订版）》（以下简称《指南》）和《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及减排措施补充说明》，对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绩效分级，按照

A、B、C、D 四个等级和引领性、非引领性企业标准，在重污染

天气期间实施差异化管控。评为 A 级和引领性的企业，可自主

采取减排措施；B 级及以下企业和非引领性企业，减排力度应

不低于《指南》要求。规范企业绩效分级工作程序，确保绩效

分级结果公开公平公正。 

（2）保障类工业企业。对涉及居民供电、供暖、重大疫情

防控物资生产、能源保供等保障民生和城市正常运转的工业企

业以及涉军、涉政类生产企业，纳入保障类企业管理，实施

“以热定产”或“以量定产”。原则上重点行业内的保障类企

业，应达到 B 级及以上绩效等级水平。对涉及外贸出口、战略

性产业、新兴产业等工业企业，涉及教学用书、重大政治出版

物印刷企业以及民生需求的农药、医药生产企业，可纳入保障

类清单，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减排措施。对保障类企业要从严把

关，确保污染防治设施高效完善、环境管理规范、运行稳定且

达标排放。保障类企业在预警期间仅准许从事特定保障任务的

生产经营，超出允许生产经营范围或未达到相关环保要求的，

一经发现，立即移出保障类清单。 

（3）重点建设工程。对重点保障性建设工程，需要纳入保

障类清单的，由省级相关主管部门确认后，在污染防治措施满

足扬尘管控要求的情况下，纳入保障类清单，根据实际情况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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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减排措施，执行保障政策。保障类工程未达到相关要求的，

一经发现，立即移出保障类清单。 

（4）小微涉气企业。对于非燃煤、非燃油，污染物组分单

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中无有毒有害及恶臭气体，污染物年排

放总量 100 千克以下的企业（对季节性生产企业，按照上述要

求核算日排放量），在满足城市总体减排要求的情况下，可不采

取停限产措施。 

2.精准实施应急减排措施。督促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

“一厂一策”制定减排操作方案，明确企业主要生产工艺流

程、主要涉气产排污环节及污染物排放情况，不同级别预警的

应急减排措施，具体的停限产生产装置、工艺环节和各类关键

性指标，确保企业应急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对生产工序简单，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实施全厂停产、整条生

产线停产和轮流停产的工业企业，可只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

减排公示牌”。工业企业减排措施应以停止排放污染物的生产线

或主要产排污环节（设备）为主；对不可临时中断，通过采取

提高治污效率、限制生产负荷等措施减排的生产线或生产工

序，应当督促企业依法安装废气自动监控设施和分布式控制系

统，并提供 1 年以上的数据记录，同时应根据季节特点指导企

业预先调整生产计划，确保预警期间能够落实减排措施。避免

对非涉气工序、生产设施采取停限产措施，确保应急管控措施

精准到位，降低对企业正当生产经营的影响。 

3.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要求。提醒企业自觉在污染防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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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停运、检修过程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要求，需安全

监管部门审批的，必须批准后方可实施。坚持实事求是、科学

严谨的原则，全面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坚决防止施行强制

措施产生安全隐患。 

4.5 分级响应 

1.PM2.5 重污染分级响应措施。各级应急响应措施包括公

众防护措施、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Ⅲ级响应措施。Ⅲ级响应时，应当至少采取以下措

施： 

①公众防护措施。儿童，老年人，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

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减

少或避免户外活动；室外工作、执勤、作业、活动等人员采取

必要防护措施。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本地空气质量状况，可以组

织中小学、幼儿园停止室外课程及活动。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

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②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倡导公众绿色出行、绿色消费，

尽量骑乘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等方式出行。

倡导公众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涂料、油

漆、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 

③强制性减排措施。工业源减排措施。督促纳入应急减排

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方案执行黄色预警应急

减排措施。 

扬尘源减排措施。加强城市道路和公路保洁，非冰冻期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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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加道路机扫和洒水降尘作业频次和范围。严格施工工地、

道路扬尘和堆场扬尘监督管理；强化各类施工工地、裸露地

面、物料堆场扬尘控制措施，适当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减少物

料堆场装卸量；停止拆除工程施工作业；停止土石方施工作业

（含爆破、基坑槽开挖及回填、道路刨掘等）；停止水泥、砂

石、渣土等易飞扬细颗粒材料和易扬尘垃圾清扫、归方码垛及

装卸作业；停止切割、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等

室内外作业（应急、抢险、救灾和生产工艺要求不能立即间断

的施工作业除外，地下工程除外）。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

等应停止露天作业。 

移动源减排措施。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及建成区禁行渣土砂

石运输车，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运输车辆禁止上路。

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及建成区限行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重型和中

型柴油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民生保障车辆和正在执行紧

急公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及电力抢险等车

辆除外）。加大燃油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检查频次，依法查处违

法行为。 

（2）Ⅱ级响应措施。Ⅱ级应急响应时，在实施Ⅲ级应急响

应措施的基础上，至少增加以下措施： 

①公众防护措施。停止举办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 

②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倡导企事业单位在应急响应期

间，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③强制性减排措施。工业源减排措施。督促纳入应急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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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方案执行橙色预警应急

减排措施。 

扬尘源减排措施。除钢筋加工与捆扎、模板与脚手架搭

拆、幕墙安装、室内门窗及设备与管线安装、不能立即间断的

混凝土浇筑（应急期间完成首次浇筑后不得再浇筑）等施工作

业外，建筑、市政、道路、水务、园林绿化等建设工程停止其

他易产生扬尘污染的室内外施工作业（应急、抢险、救灾和地

下工程除外）。 

移动源减排措施。重点物流园区及物流企业（除民生保障

类）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日载货车辆进出 10 辆次以上）的单

位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行

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除外）。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及建成

区全面限行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重型和中型柴油货车、三轮

汽车、低速货车和拖拉机（民生保障车辆和正在执行紧急公务

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及电力抢险等车辆除

外）。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停止使用国二及以

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 

（3）Ⅰ级响应措施。Ⅰ级应急响应时，在实施Ⅱ级应急响

应措施的基础上，至少增加以下措施： 

①公众防护措施。在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弹性教学等措施。接到红色预警且日 AQI 达到 500 时，学

校可采取停课措施。 

②强制性减排措施。工业源减排措施。督促纳入应急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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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方案执行红色预警应急

减排措施。 

扬尘源减排措施。停止所有建筑、市政、道路、水务、园

林绿化等工程的施工现场作业（应急、抢险、救灾和生产工艺

要求不能立即间断的施工作业以及地下工程除外）。 

移动源减排措施。根据市指挥部应急指令，采取限制部分

机动车行驶等更加严格的机动车管控措施。 

2.O₃重污染应急响应措施 

（1）工业源减排措施。工业涂装、医药农药、包装印刷，

以及火电、水泥等行业为重点，督促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

企业涉 VOCs 和 NOx 生产线（生产工序）按照“一厂一策”方案

执行橙色预警应急减排措施。 

（2）移动源减排措施。根据市指挥部发布的应急指令，以

大宗物料运输车辆、城市货运车辆、建筑施工车辆（新能源和

国六排放标准除外），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和国三及以

上排放标准除外）采取管控措施。 

（3）面源减排措施。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及建成区可分时段

停止道路沥青铺设、市政设施和道路（桥梁）防腐作业、道路

标识等涂装或翻新作业、房屋修缮、建筑工地喷涂粉刷、大型

商业建筑装修、护坡喷浆、外立面改造等排放 VOCs 的施工作

业。停止汽修企业喷涂作业。减少或禁止日间油罐车装卸汽油

作业，鼓励市民夜间加油。 

4.6 应急处置措施的执行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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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指挥部办公室组建督查组，对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履职情

况实施督查，通报未采取措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单位及责

任人，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区指挥部各相关成员单位成立相应督查机制，督导检查本

辖区和相关行业领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措施。 

各相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辖区、本行业重污染天气

应急处置工作负总责。各项措施要责任到人，对于涉及企业、

工地、车辆的应急措施，要明确监管责任单位、领导和具体责

任人，确保相关应急措施落实到位。 

4.7 响应终止 

重污染天气预警解除后，区指挥部办公室依据本预案及时

终止应急响应，并通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 

4.8 信息报送和总结评估 

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在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次日，

向区指挥部报送前一日预警和应急响应情况。区指挥部各成员

单位要在应急响应终止 3 个工作日内，对当次重污染天气应急

情况进行总结评估，报送区指挥部办公室。区指挥部办公室统

筹梳理全区应急响应情况报送市指挥部办公室。内容包括：重

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响应情况，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取得成

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于每年 4 月底前组织对前 12 个月重污

染天气应急工作进行评估，重点评估应急预案（方案）实施情

况、应急措施环境效益和经济成本、减排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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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有针对性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并

将评估报告按要求报送区指挥部办公室。 

5应急保障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之间应保持应急信息快速传输，保证

数据快速、及时传递；建立应急组织机构通讯录；按照我区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切实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状态下的

公务用车保障工作。 

6信息公开 

6.1 预案发布 

确需修订应急预案、专项实施方案或调整应急预案减排措

施项目清单的，区指挥部办公室和相关部门应当按照上级规定

时间完成，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6.2 预警信息公开 

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协调重污染天气应急信息公开工作，

宣传部门负责做好新闻宣传和舆情引导工作。预警期间信息公

开内容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重污染天气可能持续的时

间、污染程度、潜在的危害及防范建议、应急工作进展情况

等。应急响应期间，适时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

移动通讯等载体，以信息发布、科普宣传、情况通报等形式向

社会公布。 

7应急演练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应当每年定期组织预案演练，明

确演练目的、方式、参与人员、内容、规则以及场景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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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应急响应措施落实、监督检查

执行等情况，演练后及时总结，提出改进建议，完善应急措

施。 

8预案管理 

8.1 预案宣传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电视、广播等网络及新闻媒

体，对应急预案及重污染天气应急法律法规、健康防护知识等

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天气有关信息，积极正

面引导舆论。 

8.2 预案培训 

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培训制度，根据职责分工，

制定培训计划。区指挥部成员单位要结合自身职责和监管方式

开展培训，确保应急期间监督执法到位；督促相关企事业单位

开展技术培训，确保各项应急措施安全、有效、全面落实。 

8.3 预案备案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应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各相关成员单位要制定本单位（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专项实施方案），向区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和市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备案。 

重点工业企业“一厂一策”减排操作方案，应向济南市生

态环境局历城分局备案。 

8.4 预案修订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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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

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

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9责任追究 

强化对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对重污染天气履职情况的监督

管理，对存在工作不力、效率低下、履职缺位或慢作为不作为

等问题，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问责。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当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方案）

体系，逐项细化各项措施，加大对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工业

源、移动源和扬尘源等减排措施的监管力度。相关职能部门应

当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应急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应急响

应期间未落实应急减排措施要求、自动监测数据造假、生产记

录造假等行为，严格依法追究责任。对已评定绩效等级的工业

企业、保障类工业企业和重点建设工程等，未达到相应要求

的，报上级审批部门按规定对环保绩效降级处理或移出保障类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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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则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历城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分工表 

2.历城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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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历城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 

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表 
 

单  位 主要责任 

区委宣传部 
负责牵头协调新闻宣传和舆情处置等工作，正面引导舆

论；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发展改革局 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工作事项。 

区教育体育局 

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户外活动，落实临时停

课措施；编制本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开

展督查；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根据区指挥部应急指令，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历城分局落

实和督促应采取停产、限产等措施的工业企业采取相应措

施；督导重点物流园区、物流企业落实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

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行运输；编

制本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完

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监督施工单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地加强扬尘污染

防治工作；根据区指挥部应急指令，组织和督导建筑施工工

地、房屋征收施工工地落实不同预警等级的应急措施；编制

本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完成

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城管局 

根据区指挥部应急指令，在不同预警等级下，非冰冻期

适当增加道路清扫洒水频次；监督渣土运输单位落实应急响

应措施；对违反扬尘污染防治规定的施工单位给予行政处

罚；编制本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

查；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市生态环境局 

历城分局 

向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发布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建立大

气污染源清单，组织审核重点行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

方案，检查相关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会同区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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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主要责任 
信息化局监督限产、停产企业落实相应措施；编制本部门应

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完成区指挥部

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水务局 

监督水务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根据区指挥部应

急指令，组织和督导水务工程施工工地落实不同预警等级的

应急措施；编制本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组织督查落

实。 

区交通运输局 

负责本单位组织实施的市政道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

措施落实；根据区指挥部应急指令，组织和督导市政工程施

工工地落实不同预警等级的应急措施；编制本部门应急响应

专项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事项。 

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负责本单位组织实施的绿化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根据区指挥部应急指令，组织和督导本单位组织实施

的绿化工程施工工地落实不同预警等级的应急措施；编制本

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完成区

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卫生健康局 

组织医疗机构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医疗救治工作，开展

相关卫生防护知识宣传；编制本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

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市交警支队 

历城区大队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高排

放车辆的临时禁、限行措施；依法查处应急响应期间违反禁

行规定的运输车辆；编制本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对

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历城供电公司 

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停、限产企业采取相应的电力分

配措施，及时提供应急响应期间的用电情况；编制本单位应

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组织督查落实；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事项。 

各街道办事处 
做好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制定并落实本辖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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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历城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图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委，   

区人武部，区法院，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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