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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森林资源评估：造林与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动向 

欧洲环境厅发布欧洲森林生态系统报告 

拉姆萨尔公约签署 45 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办湿地保护重要性宣 

传活动 

欧洲委员会将为欧洲各地环境保护项目投资 6 380 万欧元 

巴西的塞拉多地区已成为新的毁林热点地区 

法国生物多样性法案获参议院通过 

日本政府决定拨款 90 亿日元继续运行小渊基金造林项目 

森林采伐导致河流径流量变化的背后有气候变化影响 



 2 

世界森林资源评估：造林与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动向 
 

日本《木材情报》2015 年 10 月发表了鸟取环境大学教授根本昌彦

的文章，作者以造林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动向为着眼点，对联合国

粮农组织（FAO）2015 年世界森林资源评估报告（GFRA2015）的主要内

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全文如下： 

一、GFRA2015 的特点 

FAO的森林统计自 1948年以后定期出版，近年每 5年发布一次，最

初是以木材可利用量评估为主的报告，后来发布森林相关的各种信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又增加了面向“可持续森林管理（SFM）”的政策动

向等信息。比较关注森林消失面积的 GFRA 实际上对涉及整个林业政策

的广泛信息进行了收集。 

GFRA2015的特点是，表明了森林资源评估在 1990年以来 25年间的

趋势和采用可持续性指标这一概念后的情况变化等，尤其是阐述了关系

到今后木材供应的重要的种植林现状及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动向等。 

二、可持续性指标 

GFRA2015 依据以下可持续性指

标对过去 25 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

析（表 1）。 

GFRA2015 对过去 25 年森林资源

和森林管理变化的评价给予了全面

肯定。这期间，全世界人口增加近   

4 成，粮食和土地需要的扩大趋势成

为对森林的开发压力，导致森林面积

持续减少。而且，对木材的需求量也

增加 2亿 m
3
。在这种森林资源的客观

状况趋于严峻的情况下，最近 10年将森林减少速度控制在 1990年代的

表 1 可持续性指标 

生态系统状态

与生产能力 

森林面积变化 

天然林与种植林的面积变化 

部分树冠的消失 

可持续的森林

管理 

森林的永续性 

森林管理（经营）计划 

森林认证 

监测、报告 

生态系统的维

持与生物多样

性 

森林防护区、保护区 

生物量与碳贮存的变化 

土壤、水等环境服务 

经济的、社会

的效益 

生产、多目的利用、采伐量 

对 GDP的贡献 

就业 

森林所有与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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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下（表 2）。GFRA肯定了这一巨大成果。 

这期间，“可持续森林管理”成为世界共识，伴随着法制进展得以普

及，森林保护区的设定（含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进展，森林评价方法

及监测或利害关系相关方参与等森林计划实施程序的民主化也得到发

展。另一方面，包括种植林的扩大，森林资源也能够满足对世界林产品

资源需求的扩大。GFRA2015对这些成绩及政策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生态系统状况与生产力 

1．森林面积变化 

森林的减少是森林资源评估

的前提，掌握这一变化及其变化

原因十分重要。截至 2015年，森

林面积居前十位的国家占世界森

林总面积的 67%。这些国家依次

为俄罗斯（占世界森林面积 20%，下同）、巴西（12%）、 加拿大（9%）、

美国（8%）、中国（5%）、刚果（金）（4%）、澳大利亚（3%）， 印尼（2%），

秘鲁(2%)、印度（2%）。 

世界森林总面积从 1990 年的 41.28

亿 hm
2
（占陆地 31.6%）减少至 2015 年的

39.99 亿 hm
2
（占陆地 30.6%）。近年森林

减少率下降，过去 5 年平均每年森林减少

760 万 hm
2
、造林增加 430 万 hm

2
，森林净

减少 330万 hm
2
（表 2）。 

森林减少面积居前十位的国家是巴

西、印尼等以热带地区为主的国家（表 3）。 

近年，在非洲、南美洲诸国，森林减

少已显著化。尤其在新兴国家，森林减少正在加快。与各国森林面积相

比，巴西、印尼森林减少率降至 1%以下，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及巴拉圭、

表 2 世界森林面积变化 

年份 
森林面积 

（亿 hm
2
） 

年均变化 

（万 hm
2
） 

年均变化率 

（%） 

1990 41.28   

2000 40.56 -726.7 -0.18 

2005 40.33 -457.2 -0.11 

2010 40.16 -341.4 -0.08 

2015 439.99 -330.8 -0.08 

 

表 3 年均森林减少面积居前位的国家 

顺位 国家 
减少面积 

（万 hm
2
） 

减少率

（%） 

1 巴西 98.4 0.2 

2 印尼 68.4 0.7 

3 缅甸 54.6 1.7 

4 尼日利亚 41.0 4.5 

5 坦桑尼亚 37.2 0.8 

6 巴拉圭 32.5 1.9 

7 津巴布韦 31.2 2.0 

8 刚果（金） 31.1 0.2 

9 阿根廷 29.7 1.0 

10 委内瑞拉 28.9 0.5 

注：统计期限为 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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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等仍然很高。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突然加速的国家中对森林的

开发压力正在增大。 

2．天然林面积变化 

关系到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的重要天然林在全世界正持续减少，

但全球森林面积的 93%仍然是天然林。天然林的减少在 1990年代为 850

万 hm
2
/年，最近 5年为 660万 hm

2
/年（减少 880万 hm

2
，增加 220万 hm

2
，

增加的面积主要是农地转变为天然林）。 

天然林主要分布在欧洲、南美和北美。其中，欧洲约 8.9 亿 hm
2
（其

90%分布在苏联），南美 7.1 亿 hm
2
，北美 6.8 亿 hm

2
。在南美，过去 25

年减少了近 1 亿 hm
2
。天然林划分为原始林（65%）和其他天然次生林

（35%）。过去 25 年里原始林增加，但这是很多国家在统计上开始使用

“原始林”的分类所致，如以日本为主，还有俄罗斯、美国、哥斯达黎

加等国。 

3．种植林面积变化 

在统计分类上，种植林（planted  forests）是在 GFRA2010 年时

将以前的“人工林”和“半天然林”的一部分（主要是通过种植和播种

形成的天然林）合并而新设的。此次，根据 GFRA2015 种植林的定义进

一步细化为“成熟时森林蓄积量的 50%以上是由种植或播种形成的森林、

也包含种植或播种木起源的萌芽林”。 

种植林的增加在今后供应木材的同时，减轻对天然林的采伐压力等

意义上是重要的。另外，对应对贫困及保障粮食、就业、燃料（木质能

源）、减缓气候变化等，种植林给人们带来的恩惠是多种多样的。 

种植林在 1990 年以后的 25 年里增加了 1.1 亿 hm
2
，占到世界森林

面积的 7%。20世纪 90年代种植林平均每年增加 360万 hm
2
，在 21世纪

前 10年平均每年增加 520万 hm
2
（定义的变更产生较大影响）。 

2015 年种植林共计 2.28 亿 hm
2
，其中 56%分布在温带地区，15%为

北方林，20%在热带地区，9%在亚热带地区，从区域来看，东南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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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中国）、欧洲、北美等较多。而且，种植林中外来树种的占有率为

18%~19%，在南半球工业用桉树造林等促进了外来树种的利用，但应该

注意到的事实是，乡土树种

的利用比例总体上大于外

来树种。 

在种植林面积居世界

前20位的国家中，超过1 000

万 hm
2
的国家是中国、美国、

俄罗斯、加拿大、瑞典、印

度和日本（表 4）。 

应注意到，近年种植林

面积增长迟缓（除智利外）。

种植林面积增长高峰期是

1990 年代及 2000 年代，

2010 年以后增长率变缓，

全世界近 5 年年平均增长

率为 1.2%，停滞在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等为应对

未来木材需求所需种植林

增长率 2.4%的一半，这一动向令人担忧。也有农地扩大的要求，今后种

植林的扩大很难恢复到高峰期的水平，因此对现在的种植林进行集约化

利用非常重要。 

过去 25 年里，木材生产及消费处于增长趋势。其中，燃料材利用

与 1990 年木材采伐量 28 亿 m
3
中燃料材占 41%相比，2011 年采伐量 30

亿 m
3
中燃料材占 49%，在数量上和占有率上燃料材的利用都提高了。这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燃料材利用的增大，但同时发达国家生物质利用的迅

速扩大也是这一时期的明显变化。 

表 4  种植林面积居前位的国家与其种植高峰期 

国家 
面积 

（百万 hm
2
） 

高峰期 
2010-2015年 

变化率 

比高峰期 

增减率 

1.中国 78.9 ▲ 1.6 -2.7 

2.美国 26.3 ● 0.6 -1.7 

3.俄罗斯 19.8 ■ 0.2 -2.7 

4.加拿大 15.7 ▲ 2.5 -2.1 

5.瑞典 13.7 ● 1.8 -1.1 

6.印度 12.0 ▲ 1.6 -4.2 

7.日本 10.2 - 0.0 0.0 

8.巴西 7.7 ■ 2.1 -2.3 

9. 芬兰 6.7 ▲ 0.0 -3.6 

10.苏丹 6.1 ▲ 0.6 -0.2 

11.德国 5.2 ● 0.0 -0.1 

12.印尼 4.9 ▲ 0.6 -6.4 

13.乌克兰 4.8 ● 0.2 -0.1 

14.泰国 3.9 ■ 0.0 -3.0 

15.越南 3.6 ● -0.9 -8.7 

16.土耳其 3.3 ■ 3.6 -1.7 

17.智利 3.0 ◆ 5.0 0.0 

18.西班牙 2.9 ■ 0.2 -2.3 

19.新西兰 2.0 ● 0.0 -2.9 

20.澳大利亚 2.0 ▲ 1.2 -5.5 

其他国家计 44.1 ● 1.5 -0.3 

世界合计 277.9 ▲ 1.2 -1.5 

注：高峰期:●为 90年代，▲为 2000-2005 年，■为 2005-2010年，

◆为 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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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种植林工业用原木生产居前位的国家 

国家 
面积 

（万 hm
2
） 

国家 
面积 

（万 hm
2
） 

1.美国 14 150 11.芬兰 1 890 

2.巴西 13 190 12.南非 1 690 

3.中国 6 420 13.泰国 1 460 

4.印度 4 310 14.日本 1 370 

5.智利 3 840 15.捷克 1 360 

6.加拿大 2 860 16.印尼 1 250 

7.波兰 2 850 17.瑞典 1 160 

8.新西兰 2 750 18.西班牙 1 160 

9.德国 2 040 19.阿根廷 1 000 

10.澳大利亚 1 920 20.葡萄牙  960  

 

在这一背景下，截至 2012年，世界工业用原木的 46.3%产自种植林。

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工业用原木生产的 65%来自种植林，而温带

林为 45%、北方林仅 14%。种植林工业原木生产量较大的前 20个国家是

美国、巴西、中国及印度等（表 5）。

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温带林及

北方林种植林的生产能力正逐渐提

高，伴随种植林的成熟化，工业用原

木的生产在今后 10~20 年间将会迅速

转向种植林。 

四、可持续的森林管理（SFM） 

在过去的 25 年里，面向 SFM 的

森林管理取得了长足进展。世界 99%

的森林在国家等层面上被支持 SFM的政策及法律所覆盖。在林业政策及

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大部分国家给予了利害关系相关方参加的机会（其

有效性因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关于森林资源的数据，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频繁的公布。截至 2014

年，112 个国家输入了森林数据，达到覆盖世界森林 77%的程度。编制

森林经营计划的森林也在增加，覆盖率从 1975 年的 27%提高至 2010 年

的约 70%，这相当于世界森林总面的 52%。在森林经营计划中，也有很

多要求社区参与过程具体化及对高保护价值森林（HCVF）的特殊规定。

而且，制定森林经营计划的森林的一半以上也是要求水土保持的森林。 

森林认证制度包含生物多样性、林产品等财产及环境服务的持续供

给、化学肥料和药物利用最少化、对劳动者权利及福利的考虑、雇佣、

尊重原住民的权利等指标，而且，要有经第三方认证的程序及持续改进、

提高的制度设计。GFRA2015基于这些指标，在审视 SFM 进展方面，森林

认证林的扩大作为了合理的尺度。 

1990 年代开始的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体系（FSC）及森林认证体系

认可计划（PEFC）等国际认证制度在 2000 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认证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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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从 2000年时的 0.14 亿 hm
2
迅速扩大到 2014年的 4.38 亿 hm

2
，占世界

森林面积的 11%。FSC 约 1.8 亿 hm
2
，PEFC 为 2.5 亿 hm

2
强，1.2%的森林

取得了双方的认证。 

然而，尽管认证取得进展，但存在着认证林分布不均的问题。

GFRA2015将世界各国按收入水平划分为 4个范畴（上、中上、中下、下），

而认证林的 88%分布在收入水平上等的国家，10%在中上等国家，2%在中

下等国家，下等国家的认证林反而从 2002 年的 31.5 万 hm
2
减少至 2014

年的 25.5万 hm
2
。而且，从各森林带来看，认证林的 90%分布在北方林，

热带林中 6%的认证林跨越 38个国家，分布稀少。 

森林认证制度本来是针对热带林破坏而产生的，从这个缘由看，森

林认证制度的发展偏离方向是不可否认的。在热带低收入国家因贫困导

致的森林过度利用及非法采伐或者渎职等管理问题等，作为森林认证的

前提，应解决的课题很多，希望能面对这些问题。         （白秀萍） 

 

欧洲环境厅发布欧洲森林生态系统报告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6年 4月 11日消息，欧洲环境厅（EEA）

发布了欧洲森林生态系统状况和动向报告。该报告列举了欧洲森林面临

的四大风险：栖息地减少和退化、特种外来生物、污染、气候变化。这

些风险与采伐、城市乱开发、人类对森林利用的增多等经济活动密切相

关，提高了森林的脆弱性。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升对森林的保护，该报

告要求跟踪监测欧洲水平上的研究及数据收集、国家森林资源的利用、

森林覆盖及状态变化，要求欧盟（EU）政策充分考虑森林活动。森林调

节气候、保护流域、净化水质，而且作为“碳吸收源”对策发挥作用，

净化大气的同时成为很多物种的栖息地保护和保存着生物多样性。EEA

表示，为将这些宝贵的森林资源切实留给子孙后代，利害关系者及森林

所有者、林业界、政策制定者、普通市民协调开展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是

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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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其它结论还包括：（1）欧洲的主要自然植被仍然是森林。2015

年，33个欧盟成员国和 6个 EEA合作国的森林面积为 1.86亿 hm
2
，总体

覆盖率为 40%。（2）1990 年以来，欧洲森林面积增加了约 10%。（3）瑞

典、芬兰、西班牙、法国、挪威和土耳其的森林面积分别为 2 800万、

2 200 万、1 800 万、1 700 万、1 200 万和 1 200 万 hm
2
，累计占欧洲

森林的 70%。（4）气候变化对树木的可生存区域及其对入侵树种和病虫

害的抗性有严重影响。（5）2007-2012 年，27个欧盟国家中，欧盟生境

指令包括的森林物种和森林生境分别只有 26%和 15%处于有利的自然保

护状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近期的报告指出，与森林有关的哺乳动物、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分别有 27%、10%和 8%处于濒危状态。 

（白秀萍 徐芝生） 

 

拉姆萨尔公约签署 45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办 

湿地保护重要性宣传活动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6年 2月 15日消息，在以拉姆塞尔公约

签署日为世界湿地日的 2月 2日，为宣传湿地重要性及其可持续利用，

世界各地举办了 800余场庆祝活动。 

在以渔业、稻谷、手工艺为主的各种产业中，估计全世界有超过 10

亿的人口依赖湿地维持生活。但是，由于向农地的转变及城市开发，世

界湿地在 1900 年以后已经消失 64%。根据湿地的量变化指标（WET），

仅 40年时间约 40%的湿地退化，这一速度以每年 1.5%的速度持续加速。

拉姆萨尔公约事务局要求对湿地保护和经济增长并举给予理解，呼吁要

保护、恢复和贤明利用对人类繁荣不可缺少的湿地生态系统。 

公约签署 45周年的 2016年，公约事务局为纪念世界湿地日，汇集

了与湿地和可持续生活相关的感人故事集，针对年轻人举办了摄影赛

等，宣传湿地保护的重要性。                          （白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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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将为欧洲各地环境保护项目投资 6 380万欧元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6年 2 月 15日消息，欧洲委员会公布，

将为欧盟(EU)6 国的整合型环境保护项目新投资 6 380 万欧元。这些项

目通过扩大规模、将现有的诸项政策整合为共同的目的，以最有效地应

对环境及健康问题为目的。项目中多种利害关系相关方参与，促进来自

EU、各国政府、民间部门等的资金动员，实施大规模的环境保护。项目

的总预算包括欧洲委员会投资可确保 1.087 亿欧元，据说还可从 EU 的

农业基金及区域基金、国家及民间的基金再吸收资金 10 亿欧元以上。

在这 6个项目中，比利时、芬兰、意大利的项目将依据 EU自然保护法，

德国和英国的项目将对河流流域管理计划、荷兰的项目将对大气质量计

划的实施做贡献等，这些项目都是为促进遵守与自然、水、大气、废弃

物相关的主要的 EU 法律。                             （白秀萍） 

 

巴西塞拉多地区已成为新的毁林热点地区 

 

国际环境与热带林保护网站（www.mongabay.com）2016 年 4月 8日

消息：巴西的塞拉多（Cerrado）是该国居亚马孙雨林之后的第二大生

态区。新的研究显示，塞拉多地区正受到的来自人类活动的影响丝毫不

亚于亚马孙。 

在过去的 15 年中，亚马孙的破坏已经大为减轻，但是在世界最大

的雨林地区不再发生的农业扩张转移到了塞拉多，因此塞拉多最后也会

受到与亚马孙完全相同的影响。 

塞拉多是一片广阔的分散着草地和林地的热带稀树草原，目前这里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农业开垦。农作物迅速取代了塞拉多的自然植

被。对此进行研究的科学家认为，这种情况会影响到该地区的水循环。 

在《全球变化生物学》（Global Change Biology）上发表了有关

研究结果的佛蒙特大学的加尔福德（Gillian Galford）说道：“这是第

http://www.mongabay.co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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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对 10 年来塞拉多地区毁林和农业扩张严重程度的研究。很明显，

塞拉多是热带毁林的一个新的热点地区。” 

加尔福德是由佛蒙特大学、布朗大学和伍兹霍尔研究中心的研究人

员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的成员。这个团队根据 10 年的卫星数据对于在

大部分农业扩张活动的发生地——塞拉多的马托皮巴（Matopiba）地区

出现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马托皮巴 4 500万 hm
2

研究区域内，农田面积从 2003年的 130万 hm
2
增至 2013年的 250万 hm

2
，

10年里几乎翻了一番。研究人员断定扩大的农田中近 3/4是靠破坏塞拉

多天然植被而形成的。 

这种情况会影响到塞拉多及更大区域的水循环过程。在生长季节，

作物的水循环量与本地植被大体相当，但是在旱季，农田的水循环量通

常会少 60%。如果受巴西政府鼓励的农业扩张活动继续下去，其后果可

能就是导致降水减少，甚至会推迟至关重要的雨季开始的时间。 

研究报告的作者、来自布朗大学的什帕拉（Stephanie Spera）说：

“随着农业的扩张，降水的规律会发生改变，不仅影响塞拉多，而且也

影响亚马孙。”什帕拉说，亚马孙的降水有一半是循环水，其中很大部

分是由风将塞拉多含有水分的气团向西吹到亚马孙的。气团中水分的减

少会导致亚马孙的降水量下降，使本来就因为全球气温上升而发生的旱

情更加严重、范围更大。 

研究报告的另一位作者，同样也是来自布朗大学的穆斯塔德（Jack 

Mustard）补充说，对于农作以及对于塞拉多和亚马孙来说，雨季的到

来时间有广泛的影响。这个地区的农业非常依赖于降水。如果降水推迟，

有些作物就不宜种植了。 

但是，研究人员认为，鼓励双季种植的政策会有助于缓解农业扩张

对塞拉多水循环的影响。他们发现双季种植的方式相当于延长了生长季

节，双季作物的表现与天然植被更加相近，也就是说双季种植的农田的

蒸发蒸腾量与天然植被十分相似。 

2003 年时，研究团队在马托皮巴调查的农田只有 2%采用的是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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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而到了 2013 年，这个比例已经增加到 26%。如果不是这样，农田

水循环量也许会减少 25%，那么情况就会更加糟糕。       （周吉仲） 

 

法国生物多样性法案获参议院通过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6年 2月 9 日消息，法国参议院（元老

院）2016 年 1 月 26 日以压倒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法案（生

物多样性、自然、景观的恢复的法律方案）。该法案是关于增设生物多

样性厅、批准名古屋议定书、限制新烟碱类杀虫剂类农药以保护花粉媒

介生物、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各种措施等重要法案。法国生态、可持

续发展和能源部部长罗雅尔（女）表示，要建立一个不仅与自然和谐的

关系，而且对人类而言也关系到健康及创新、就业的有成效的关系。该

法案于 2015年 3月 24日在国民议会上通过了第一次审读，经过公示后

于 2016年 1月 19-22日在参议院进行了审议。今后，将返回国民议会

第二次审读，据说最终将于 2016年夏季之前被采纳。该法案在参议院

的 295票中以 263票的绝对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而且关于增设生物多

样性厅也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白秀萍） 

 

日本政府决定拨款 90亿日元继续运行小渊基金造林项目 

 

据日本《林政新闻》2016年 2月 10日报道，日本政府决定从 2015

年度补充预算中追加 90 亿日元用于因余额减少、担忧不能继续运行的

“日中绿化交流基金”（通称小渊基金），以继续进行植树绿化项目。在

基金运营团队方面，重新指定由日中友好会馆负责该基金，参与中国国

内的植树造林项目。同时决定：在日本国内植树的同时进行日中两国青

少年等的交流活动；在日中两国以外的第三国植树造林也予以援助。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得到了日本国土绿化推进机构业务上的鼎力支

持。2015 年度末，基金余额仅剩约 10 亿日元时，日本政府将基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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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给日中友好会馆。                                （王燕琴） 

 

森林采伐导致河流径流量变化的背后有气候变化影响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网站 2015 年 10 月 16 日发布消息，2015 年 6

月《水文科学杂志》刊登了题为“森林采伐及气候变化对常绿阔叶林流

域径流周期和趋势的影响评价”的论文，作者为壁谷直记（日本九州支

所）、NICK A. CHAPPELL・WLODEK TYCH（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清水

晃（日本九州支所）等，主要内容如下。 

一般情况下，采伐森林会造成河流径流量增加，这已被世界各地的

流域采伐实验所证实。但是，采伐后径流量增加是采伐造成的影响，还

是采伐前后雨量变化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比

较。而且，与采伐整个流域的皆伐实验相比，在进行局部采伐时，采伐

后径流量的增加相对较少，对此也尚未进行充分的研究。 

本项研究，基于 39 年来持续进行水文观测的森林综合研究所去川

理水实验地的水文数据，应用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开发的时间序列分析

法，通过从降水和径流量数据中去除厄尔尼诺等气候变动影响带来的变

动成分，分析了森林采伐的影响。 

在该实验地，1982 年对沿河流域面积 43％的要皆伐的部分进行了

采伐，观测采伐后的情况持续至今。分析结果认为：局部采伐导致的径

流量增加，不能只说局部采伐给径流量带来了显著影响而气候变动影响

导致的变动幅度不大。明确承认要正确评价森林采伐对径流量的影响，

必须考虑气候变动的影响。                            （王燕琴） 

【本期责任编辑  白秀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