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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及多效唑对蓝茎冰草生长及

种子产量的影响

徐 坤4

!

!

!李世忠8

#

4(

宁夏大学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宁夏 银川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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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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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甘肃省酒泉地区研究灌溉和多效唑对蓝茎冰草"

!

"

#$

%&

#$'()*+,**

#种子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结

果表明!蓝茎冰草从返青到收获!返青期%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盛花期灌溉
7

次水的生殖枝数&
9

!

%小穗数&生

殖枝和种子产量最高!但每个时期的灌溉量不宜过于充足!以防止植株倒伏'拔节期灌溉有利于生殖枝数&
9

! 和

种子数&小穗的增加!生殖枝数&
9

! 和种子数&小穗与种子产量之间相关性极显著'返青期一次性喷施
#(#!!7:

的多效唑
#(8;

<

&

=9

! 对提高生殖枝数&
9

!

%小穗数&生殖枝%小花数&小穗%种子数&小穗以及种子产量效果显著'

灌施多效唑有效地提高了种子数&小穗!最终也提高了种子产量$多效唑喷施的效果较灌施好$

关键词!蓝茎冰草'种子产量'灌溉'多效唑

中图分类号!

17>8

?

(5#$(4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4##4@#A!5

#

!#44

%

#$@4!54@#7

"!

!

蓝茎冰草#

!

"

#$

%&

#$'()*+,**

%具有适应性广&

抗逆性强和营养价值高等特点!可用于饲养家畜&建

植绿地和水土保持'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

的日益重视!以及中央和地方对西部开发&生态环境

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作为一种根茎发达!抗旱性&

耐寒性及对土壤和气候的适应性均较强的牧草!蓝茎

冰草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控制水土流失'由此导致对

蓝茎冰草种子的需求量剧增!牧草种子生产国产化形

势日益迫切'但我国牧草&草坪草种子生产刚刚起

步!生产技术落后!急需提高种子质量和产量的技

术(

4

)

'

气候条件是决定牧草种子生产的关键因素(

!

)

!

但获得优质高产的种子!还必须采用先进的管理措

施!其中灌溉是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根

本(

8

)

!而种子田的灌溉管理与牧草生产截然不同(

>

)

'

灌溉量过高!将促进植株营养体生长!降低种子产

量(

7

)

$灌溉不足!造成水分胁迫!同样会降低种子产

量(

>

)

'灌溉对生殖枝转化影响显著!灌溉不足生殖

枝数量减少!小穗&小花分化减弱(

A

)

!高羊茅#

-.(+/0

12.32+2

%返青期&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
>

次灌水!

每次灌水
5##9

8

"

=9

!

!生殖枝数"
9

! 最高!小穗数"

生殖枝&小花数"小穗&种子数"小穗接近最高!潜在

种子产量&表现种子产量和实际种子产量最高(

$

)

'

生长调节剂能抑制植株节间的伸长!增加抗倒伏能

力!降低败育率!促使种子的成熟期趋于一致!减少

落粒损失!提高种子产量'灌施和喷施多效唑

#

**

888

%都能显著提高多年生黑麦草#

4$3*/)

%

.0

#.''.

%的千粒重和种子产量!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而在对结实率的影响方面!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

)

'

本研究分析灌溉次数以及生长调节剂不同使用

方式对蓝茎冰草种子产量构成要素和种子产量的影

响!为确定最佳灌溉次数和
**

888

最佳使用方式提供

依据!同时为蓝茎冰草种子生产提供基础数据'

!

!

试验地自然概况

!(!

气候概况
!

试验地设在成都大业国际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酒泉种业基地#

5"B8#C3

!

85B8$C)

%!海

拔
4>"#9

!距离酒泉市区
8#;9

'气候干燥少雨!

蒸发量高!昼夜温差大!属于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年

均温
$(8D

!

#

#D

年积温
8>A4(5D

*

E

!

#

4#D

年积温
!57>(>D

*

E

!无霜期
48#E

!年均降水量

"7(899

!蒸发量
!4>"("99

!年平均相对湿度

>A:

'当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资源丰富!年日照

时数
8#88(>=

!年太阳辐射总量为
A(4F4#

A

;G

"

9

!

!

对作物的干物质积累非常有利'

!("

土壤状况
!

试验地土壤为沙壤土!返青期用

"

收稿日期+

!#4#@4#@4>

!!

接受日期+

!#4#@44@!A

基金项目+国家,

5>"

-重大项目#

!#!##5

%专题,牧草种子生产
的研究与示范-

作者简介+徐坤#

45$5@

%!女!宁夏银川人!助理研究员!在读博
士生!主要从事草地生态&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研究'

3@9HI'

+

H;&J

<

4!5

"

4!A(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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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钻在试验地
"

个未施肥小区分别按
#

#

!#

&

!#

#

>#

&

>#

#

A#K9

分层取土样!同层土样均匀混合!用

4

"

!

法获得测样土壤!根据.土壤农化分析手册/

(

5

)

分析化验!得到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表
4

%'

表
!

!

试验地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土层#

K9

%

L

M

值
全盐

#

:

%

有机质

#

:

%

碱解氮

#

9

<

"

;

<

%

速效磷

#

9

<

"

;

<

%

速效钾

#

9

<

"

;

<

%

全氮

#

<

"

;

<

%

全磷

#

<

"

;

<

%

全钾

#

<

"

;

<

%

#

#

!# "(8> #(4 #(75 8$(A> 8$(A4 48>("# #(7$8 #($88 87(>$

!#

#

># "(#" #(8 #(>5 !A(7! 4A(4$ "#("# #(>8# #(A77 8$(!A

>#

#

A# "(4> #(> #(8$ 4A(!A 7(## A"($" #(!7A #(A4> 8"("8

"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

蓝茎冰草品种名为
+&NHJJH

!种

子引自美国!原产地美国'生长于北美半干旱平原

地区'它的适应性很广!尤其适应于较温暖&较潮湿

的气候'

"("

试验背景
!

该蓝茎冰草品种已经在酒泉试验

地生长
8

年#共
A(A$=9

!

%!长势良好'

!##7

年春季

播种!播种时!施基肥磷酸二铵
!!7;

<

"

=9

! 和过磷

酸钙
47#;

<

"

=9

!

!播量
!!(7;

<

"

=9

!

!行距
A#K9

!

苗期锄草
4

次!中耕锄草
4

次!全年灌水
7

次$当年

无种子产量!

5

月
4A

日留茬
$

#

"K9

刈割!将残茬

运走'次年春季返青前施尿素
4"#;

<

"

=9

!

&过磷酸

钙
8A#;

<

"

=9

!

!秋季收获后施尿素
4!#;

<

"

=9

!

&过

磷酸钙
4"#;

<

"

=9

!

!抽穗期除杂草一次!全年灌水
7

次!第
8

年春季返青前疏枝一次'

"(#

试验处理
!

试验地共分为
A#

个小区!每小区

面积
>9F$9

'试验区于春季灌返青水前先用拖

拉机开沟施入
)5#;

<

"

=9

!

!

*

!

O

7

A#;

<

"

=9

!

!然后

人工打埂分区'采用区组试验设计#表
!

%!

,

处理

有
8

个水平!分别为
,

4

#不用
**

888

%&

,

!

#灌返青水

前
4=

!叶面喷施
**

888

%和
,

8

#灌返青水时!在小区

内顺行灌施配好的
**

888

溶液%!其中
**

888

施用质量

分数为
#(#!!7:

!施用量为
#(8#;

<

"

=9

!

!即每小

区用
7(A

<

**

888

兑水
8($8;

<

$

P

处理为
7

个灌溉水

平!分别是
P

4

#仅返青期灌水%&

P

!

#返青期&抽穗期

灌水%&

P

8

#返青期&抽穗期&灌浆期灌水%&

P

>

#返青

期&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灌水%和
P

7

#返青期&拔

节期&抽穗期&盛花期&灌浆期灌水%!灌水量为每次

5##9

8

"

=9

!

!灌浆期灌溉量适当减少'试验区外围

有
!9

宽的隔离带与大田隔离!拔节期进行
4

次除

草!抽穗末期进行
4

次人工除杂!盛花期进行
!

次人

工拉绳辅助授粉!

!

次授粉间隔为
7E

'肥料选用尿

素#有效成分
)

#

>A(>:

%!过磷酸钙#

*

!

O

7

#

4A:

%!

**

888

为
47:

的可湿性粉剂'

表
"

!

蓝茎冰草灌溉试验设计方案

灌溉水平
多效唑施用方式

,

4

#不施
**

888

%

,

!

#喷施
**

888

%

,

8

#灌施
**

888

%

P

4

#返青水%

,

4

P

4

,

!

P

4

,

8

P

4

P

!

#返青水
?

抽穗水%

,

4

P

!

,

!

P

!

,

8

P

!

P

8

#返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4

P

8

,

!

P

8

,

8

P

8

P

>

#返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拔节水%

,

4

P

>

,

!

P

>

,

8

P

>

P

7

#返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拔节水
?

盛花水%

,

4

P

7

,

!

P

7

,

8

P

7

"($

测定项目

生殖枝数+收获期!在各小区随机选
8

个
49

!

样方!计算生殖枝数'

小穗数+收获期!在各小区随机选
!#

个生殖

枝!数取每个生殖枝上的小穗数'

小花数+收获期!在生殖枝的上&中&下部各取
4

个小穗!数取小穗的小花数'

种子数+收获期!在生殖枝的上&中&下部各取
4

个小穗!数取小穗的种子数'

千粒重+种子风干清选后!各处理随机取
4##

粒称量!重复
"

次!最后折算为千粒重'

种子产量+在各小区随机刈割
8

个
49

! 样方!

!5!4



#$

"

!#44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分别脱粒&风干后称量!折算为每公顷种子产量'

"(%

!

数据分析
!

统计分析中!不同处理间的显著

性检验采用
Q*1

软件进行处理(

4#

)

!相关性检验采用

1*11

软件处理(

44

)

!制图及数据计算使用
RIKS&N&TU

3VKW'

软件处理(

4!

)

'

#

!

结果

#(!

生殖枝数
!

在只灌溉返青水的情况下!喷施

**

888

显著地降低了生殖枝数"
9

!

#

5

$

#(#7

%!灌施

**

888

对生殖枝数"
9

! 有所提高#表
8

%'其他各灌溉

水平下!

**

888

的施用对生殖枝数"
9

! 都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其中!在只灌返青水
?

抽穗水的情况下!喷

施和灌施
**

888

都显著地提高了生殖枝数"
9

!

#

5

$

#(#7

%$在灌返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拔节水的情

况下!喷施
**

888

显著提高了生殖枝数"
9

!

#

5

$

#(#7

%!灌施
**

888

影响不显著#

5

%

#(#7

%'

#("

小穗数
!

各灌溉水平下!喷施
**

888

不同程度

地提高了各处理小穗数"生殖枝!其中在灌返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拔节水的情况下!喷施
**

888

对提

高小穗数"生殖枝效果显著!与灌施
**

888

处理间差

异显著#

5

$

#(#7

%'各个处理中!灌施
**

888

对提高

小穗数"生殖枝效果不显著#

5

%

#(#7

%!其中在灌返

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拔节水
?

盛花水的情况

下!灌施
**

888

反而降低了小穗数"生殖枝!并且与喷

施
**

888

的处理间差异显著#

5

$

#(#7

%#表
8

%'

#(#

小花数
!

各灌溉水平下!喷施和灌施
**

888

可

不同程度地提高小花数"小穗!但各处理间差异不显

著#

5

%

#(#7

%!最大值出现在灌返青水
?

抽穗

水
?

灌浆水时灌施
**

888

和灌返青水
?

抽穗水
?

灌

浆水
?

拔节水时喷施
**

888

的情况下'

#($

种子数
!

各灌溉水平下!喷施和灌施
**

888

都

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种子数"小穗!其中在灌返青
?

抽

穗水和返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拔节水
?

盛花水

的情况下!喷施和灌施
**

888

都显著提高了种子

数"小穗#

5

$

#(#7

%!但两种施用方式间差异不显著

#

5

%

#(#7

%$总体分析后发现!灌施
**

888

对提高种子

数"小穗的效果比喷施略好!其中在灌返青水
?

抽穗

水
?

灌浆水的情况下!灌施
**

888

明显提高了种子

数"小穗!与喷施间差异显著#

5

$

#(#7

%!出现最大

值#表
8

%'

#(%

千粒重
!

在只灌溉返青水和返青水
?

抽穗水

的情况下!喷施和灌施
**

888

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种

子千粒重!但差异不显著#

5

%

#(#7

%$在灌返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的情况下!

**

888

两种施用方式间差

异显著#

5

$

#(#7

%!喷施
**

888

提高千粒重的效果显

著好于灌施
**

888

#

5

$

#(#7

%!并且出现最大值$灌溉

水平继续提高!喷施和灌施
**

888

反而降低了种子千

粒重#表
8

%'

#(&

种子产量
!

在只灌返青水时!喷施
**

888

降低

表
#

!

灌水及多效唑对蓝茎冰草种子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

编号 试验处理 生殖枝数"
9

! 小穗数"生殖枝 小花数"小穗 种子数"小穗 千粒重#

<

% 种子产量#

;

<

"

=9

!

%

4

,

4

P

4

>7"("HX 4>($X $($H 7(#W >(8A4XK !!>5(AXK

! ,

!

P

4

!87(!E 47($HX "(#H 7(8EW >($8AHX 485A(8EW

8

,

8

P

4

7>"(#H 4>($X $($H 7($KEW >(7#AHX !$$A(AHX

> ,

4

P

!

!74(!E 4>(8X "(#H 7(#W >(8$>XK 4!A#(!W

7

,

!

P

!

77A(>H 47(8HX "(8H A($HX >(>78XK 84AA(8H

A ,

8

P

!

>5>("HX 47($HX "(#H A(8HXK >(>A$XK !$$#("HX

$

,

4

P

8

4$A(7E 4>(8X "(#H 7(#W >(A8!HX 58$(AW

" ,

!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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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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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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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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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

P

>

>A>(5HX 4A(8H 5(#H A(#XKE >(8>#XK !5AA(!H

4! ,

8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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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4

P

7

8"5(5XK 47(#HX $($H 7(#W >(788HX !#8!(>KE

4> ,

!

P

7

>"7(8HX 4A(8H "(8H A(8HXK >(78!HX !55>(#H

47

,

8

P

7

>">(#HX 4>(8X "(8H A($HX >($$7HX !$A#(7H

!

注+同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在
#(#7

水平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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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际种子产量!灌施
**

888

对实际种子产量有所提

高!喷施和灌施
**

888

之间差异显著#

5

$

#(#7

%$其

他各灌溉水平下!喷施和灌施
**

888

都不同程度地提

高了实际种子产量!在只灌返青水
?

抽穗水的情况

下!喷施和灌施
**

888

效果显著!其中喷施
**

888

处理

的实际种子产量达到最大值$在灌返青水
?

抽穗

水
?

灌浆水的情况下!灌施
**

888

效果显著!与喷施

**

888

之间差异显著#

5

$

#(#7

%$在灌返青水
?

抽穗

水
?

灌浆水
?

拔节水的情况下!喷施
**

888

效果显

著!与灌施
**

888

之间差异显著#

5

$

#(#7

%$在灌返

青水
?

抽穗水
?

灌浆水
?

拔节水
?

盛花水的情况

下!喷施和灌施
**

888

效果显著!但两者之间差异不

显著#

5

%

#(#7

%#表
8

%'

#('

相关分析
!

综合各处理的数据进行
*WHSN&J

相关分析后发现!实际种子产量与生殖枝数"
9

! 和

种子数"小穗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实际种子产量与

千粒重之间表现为负相关!但不显著#表
>

%'

表
$

!

各处理与蓝茎冰草实际种子产量与其构成要素的相关性

相关性 生殖枝数"
9

! 小穗数"生殖枝 小花数"小穗 种子数"小穗 千粒重

+

4

#(55>

""

#($8" 6#($"" 6#(!"" 6#(8$!

+

!

#(5!A

""

#(>A> #(4"#

#($#A

""

6#(#"5

!

注+

+

4

表示各处理不同灌溉次数下#不施
**

888

%种子产量与其产量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

!

表示各处理的种子产量与其

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

表示在
#(#7

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

表示在
#(#4

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

!

讨论与结论

$(!

施氮量对种子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

!

蓝茎冰草种子田在只灌溉返青水的情况下!生殖

枝数"
9

! 最多!之后随着灌溉次数的增多!生殖枝

数"
9

! 反而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蓝茎冰草属于强根

茎型禾草(

48

)

!过多的水分对其营养生长和营养繁殖

更为有利'种子生产对灌水的需求取决于土壤质

地&土层深度&降水量&蒸发量&气温&生长期持续时

间!以及耕作方式(

4>

)

!不同气候区域与不同土壤类

型!其灌溉制度不同'蓝茎冰草试验地土壤为沙壤

土!持水性较差!而且蓝茎冰草的整个生长季持续约

7

个月!所以只灌溉返青水是不够的!但本研究中只

灌溉返青水的处理实际种子产量却最高!主要是因

为试验区之间水分互渗比较严重!只灌溉返青水的

小区实际并不干旱!而且由于水分不是过于充足!反

而抑制了营养体的生长!促进了生殖枝的生长!最终

导致生殖枝数"
9

! 和实际种子产量都最高'除灌溉

量之外!灌溉时期对牧草种子生产同样重要'不同

时期灌溉对禾本科牧草影响不同!牧草种子田应重

视分蘖期&拔节期和抽穗期灌水!结合追肥或单独进

行!同时还应该重视灌浆期灌水!促进籽粒形成!提

高千粒重!但灌水过多!容易引起植株倒伏!降低种

子产量'蓝茎冰草在整个生长季!拔节期灌水显著

提高了生殖枝数"
9

!

&种子数"小穗和实际种子产

量!缺少拔节期灌水!这些指标的值无法用增加抽穗

水和灌浆水去弥补$抽穗期灌溉有助于小花数"小穗

的提高$灌浆期灌溉显著提高了蓝茎冰草种子的千

粒重$盛花期灌溉降低了小花数"小穗&种子数"小

穗!但有助于千粒重和种子产量的提高'蓝茎冰草

种子生产田需保证返青期&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

以及盛花期
7

次灌水!但由于根茎类型不同!每次的

灌溉量需要减少!具体的灌溉量要根据土壤类型和

气候特征而定'

$("

多效唑对种子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

!

在只灌返青水的情况下!喷施多效唑减少了生殖

枝数"
9

!

!最终降低了实际种子产量!但灌施有效地

提高了生殖枝数"
9

! 和实际种子产量!这可能是因

为在灌水不足的情况下!灌施多效唑有效地抑制了

蓝茎冰草地下根茎的生长!而喷施对生殖枝的转化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保证返青期&拔节期&抽穗期

和盛花期
>

个时期的灌水时!返青期一次性喷施

#(#!!7:

的多效唑
#(8;

<

"

=9

! 对提高生殖枝

数"
9

!

&小穗数"生殖枝&小花数"小穗&种子数"小穗

以及实际种子产量效果显著$灌施多效唑有效地提

高了种子数"小穗!最终也提高了实际种子产量'兰

剑等(

"

)在对黑麦草的试验中发现!在春季返青期施

用多效唑可提高多年生黑麦草的结实率!增加有效

分蘖!穗长和千粒重降低!落粒率降低
4#:

!种子产

量提高
48(5:

!而且在用量相同的条件下!灌施比

叶面喷施的效果更好'而本研究蓝茎冰草种子生产

中!在灌溉满足生长需要的前提下!春季返青期施用

多效唑对提高种子产量效果显著'灌溉过于充足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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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时!生殖枝高度明显上升!容易引起倒伏!使种子败

育!减少了种子数"小穗!最终导致种子产量下降'

本研究中考虑到多效唑具有
!

#

8

年的残效性!因

此!在蓝茎冰草种子生产田中!可以加大多效唑的初

次施用量!一次性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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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0HX&SHU&S

Z

T&S+WNU&SHUI&JHJE+WK&JNUSYKUI&J&TQW

<

SHEWE3K&N

Z

NUW9IJ

)&SU=@[WNUWSJ.=IJH

!

)IJ

<

VIH/JI]WSNIU

Z

!

)IJ

<

VIHcIJK=YHJ$7##!4

!

.=IJH

$

!(-=W/JIUWE+WNWHSK=.WJUWST&S3K&'&

<Z

HJE3V

L

'&IUHUI&JT&SPI&'&

<

IKH'+WN&YSKWNIJ

\WNUWSJ.=IJH

!

)IJ

<

VIH/JI]WSNIU

Z

!

)IJ

<

VIHcIJK=YHJ$7##!4

!

.=IJH

$

8()IJ

<

VIH2JNUIUYUW&T,

<

SIKY'UYSH'1YS]W

Z

HJEQWNI

<

J

!

)IJ

<

VIHcIJK=YHJ$7###!

!

.=IJH

%

:;.-13,-

+

-=W

L

H

L

WSNUYEIWEU=WWTTWKUN&TISSI

<

HUI&JHJE**

888

&JU=WNWWE

Z

IW'EHJE

Z

IW'EK&9

L

&JWJUNIJGI@

Y

d

YHJ&TeHJNY

L

S&]IJKW(-=WSWNY'UNIJEIKHUWEU=HUU=WSW[WSW&

L

UI9H'NWWE

Z

IW'E

!

TWSUI'WUI''WSN

"

9

!

HJE

N

L

I;W'WUN

"

TWSUI''WUI''WST&S[WNUWSJ[=WHU

<

SHNN

!

[=WJHUTI]WUI9WN&TISSI

<

HUI&J

!

IJUYSJ

<

SWWJ

L

WSI&E

!

f

&IJU@

IJ

<L

WSI&E

!

WHSIJ

<L

WSI&E

!

TI''WE

L

WSI&EHJET'&[WSIJ

<L

WSI&E

!

SWN

L

WKUI]W'

Z

!

IJU=WNWHN&J&T

<

S&[U=(-=WIS@

SI

<

HUI&J=H]WXWWJKHYUI&YNJ&UU&XSIJ

<

&J'&E

<

IJ

<

(G&IJUIJ

<

NUH

<

WISSI

<

HUI&J[HNIJTH]&S&TTWSUI'WUI''WS

HJENWWEJY9XWS

!

TWSUI'WUI''WSN

"

9

!

HJENWWEJY9XWS

!

U=W9&NU

L

S&EYKUI]WTHKU&SNIJH''U=W

Z

IW'EK&9

L

&@

JWJUN

!

[WSWNI

<

JITIKHJU'

Z

K&SSW'HUI]W[IU=U=W

Z

IW'E

$

1

L

SIJ;'IJ

<

[IU=&JW@&TT#(8;

<

"

=9

!

**

888

&T#(#!!7:

IJ

<

SWWJ

L

WSI&E

!

[=IK=[WSWSW9HS;HX'WWTTWKUN&JIJKSWHNIJ

<

U=WTWSUI'WUI''WSN

"

9

!

!

N

L

I;W'WUN

"

TWSUI''WUI''WS

!

T'&SWUN

"

N

L

I;W'WUNUI''WS

!

NWWE

"

N

L

I;W'WUNUI''WSHJEU=WNWWE

Z

IW'E

$

2SSI

<

HUI&J[IU=**

888

I9

L

S&]WEWTTWKUI]W'

Z

NWWE

"

N

L

I;W'WUNUI''WSHJEU=WNWWE

Z

IW'E(-=WWTTWKUN&TN

L

SIJ;'IJ

<

[IU=**

888

[WSWXWUUWSU=HJISSI

<

HUI&J[IU=

**

888

(

<*

8

7/15.

+

!

"

#$

%&

#$'()*+,**

$

NWWE

Z

IW'E

$

ISSI

<

HUI&J

$

**

888

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