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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光纤陀螺为典型的光纤干涉仪，非互易误差主要是由各类寄生干涉引起，零偏误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结合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方法，发现由寄生干涉引入的正弦噪声为其零偏误差的主要来源。通过加入正弦噪声进行仿

真计算和分析，发现光纤陀螺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中“速率斜坡和速率随机游走”部分实际是由正弦噪声引起。基于小

波分析和傅里叶变换实现了陀螺中正弦噪声的辨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结合小波分析法和Ａｌｌａｎ方差法计算零

偏不稳定性、随机游走和量化噪声的方法，并进行了实际计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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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噪声分析是研制高精度光纤陀螺（ＦＯＧ）过程

中需要突破的主要技术之一［１］。在ＦＯＧ噪声分析

技术中，噪声系数估计方法有小波方差法［２］、功率谱

密度法［３］、Ａｌｌａｎ方差法等
［４］。在使用上述方法估

计噪声系数时，多数文献都没有考虑ＦＯＧ本身特

性及其输出信号的特征，在进行随机建模或使用

Ａｌｌａｎ方差法对其进行噪声分析时，只分析五项基

本的噪声，忽略了正弦项噪声［５－６］。目前普遍认为，

在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中引起尾端上翘的原因是速率随

机游走和速率斜坡。但是，引起速率随机游走的噪

声源尚不清楚。对于速率斜坡噪声，大都认为其来

源于光源强度缓慢的单调变化、测试平台在同一方

向上长时间持续的一个极小的加速度或环境温度的

１２０６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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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变化等［７］。但是，对于本质上是干涉仪的ＦＯＧ

来说，上述解释比较勉强，需要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ＦＯＧ的干涉特性和寄

生干涉出发，结合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对零偏误差、速

率斜坡等噪声的来源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

正弦误差与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曲线尾段“上翘”的相关

性。提出了基于小波分析法和Ａｌｌａｎ方差法计算零

偏不稳定性、随机游走和量化噪声的方法，为ＦＯＧ

的诊断和参数测试提供了实用可信的方法。

２　ＦＯＧ噪声特点及其Ａｌｌａｎ方差特性

ＦＯＧ本质上是一种干涉仪，其自身结构缺陷、

性能退化等都会在其光路中产生寄生干涉。例如，

背向反射、背向散射引起的干涉以及非理想偏振器

引起的偏光干涉等。这些寄生干涉信号叠加在主干

涉信号上，导致其最终输出中除了包含Ｓａｇｎａｃ相移

外，还存在着误差相位，该误差相位是零偏误差的主

要原因。总的噪声信号可描述为

犐犲 ＝∑
狀

犻＝１

犐犲犻（１＋ｃｏｓ犲犻）， （１）

式中犐犲犻、犲犻分别为第犻个寄生干涉仪的强度和相位，

狀为寄生干涉数目。由于寄生干涉引入的零偏误差

呈现周期性，在使用 Ａｌｌａｎ方差法研究ＦＯＧ噪声

时，它表现为正弦噪声形式。单一频率的正弦噪声

的Ａｌｌａｎ方差如下式所示
［８］：

σ
２
犛（τ）＝Ω

２
０

ｓｉｎ２π犳０τ

π犳０（ ）τ

２

， （２）

式中Ω０、犳０ 分别为正弦噪声的幅值和频率，τ为计

算时数组的时间长度。

陀螺输出中总噪声的Ａｌｌａｎ方差可以表示为各

项噪声Ａｌｌａｎ方差的和
［８］，在考虑正弦噪声的情况

下，将（２）式用泰勒公式展开，并简化公式，可以得到

σ
２（τ）＝

犃－２＋犪１

τ
２ ＋

犃－１

τ
＋（犃０＋犪２）＋

犃１τ＋（犃２＋犪３）τ
２
＋犪４τ

４
＋…＋犪犽τ

２犽－４，（３）

式中犽＝１，２，…，!，犃犻（犻＝－２，－１，０，１，２）分别为

与量化噪声、随机游走、零偏不稳定性、随机游走和

速率斜坡噪声有关的拟合系数，犪犻（犻＝１，２，…，犽）

为（２）式的泰勒展开式的系数。（３）式表明，正弦噪

声的存在，对各项噪声均会产生影响，寄生干涉引入

的正弦噪声为ＦＯＧ零偏误差的主要来源。

为直观显示正弦项噪声对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的影

响，选取了一组高精度ＦＯＧ实测零偏数据进行验

证计算，原始数据如图１（ａ）所示，其采样间隔为１ｓ，

测试时间为２ｈ。为了进行对比，在图１（ａ）所示的

试验数据中分别加入两个振幅均为０．０２°／ｈ，周期

分别为６００ｓ和３６００ｓ的正弦信号，分别记为狔１ 和

狔２。加入正弦信号后的零偏曲线分别如图１（ｂ）和

１（ｃ）所示。对图１中三组数据进行 Ａｌｌａｎ方差分

析，结果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原始数据Ａｌｌａｎ方

差曲线（图２中曲线犪）尾端没有明显上翘，但存在

振荡，呈现出较弱的正弦噪声特性。当加入短周期

信号狔１ 时，该信号对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结果产生明显

影响，如图２曲线犫所示，不仅零偏不稳定值增大，

且在尾端还出现了明显的上翘和振荡特征。当加入

长周期信号狔２ 时，如图２曲线犮所示，零偏不稳定

值几乎不变，但曲线尾端呈现明显上翘特征。值得

注意的是，在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左段（τ＜３３ｓ），三条曲

线完全重合。表明正弦误差对ＦＯＧ的零偏误差影

响很大、对由白噪声引起的随机游走影响很小，且

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中所谓的“速率斜坡和速率随机游

走”噪声本身不存在，曲线尾端上翘是由寄生干涉引

起的正弦误差导致的。

图１ 零偏曲线。（ａ）原始数据；（ｂ）原始数据＋狔１；

（ｃ）原始数据＋狔２

Ｆｉｇ．１ Ｂｉａｓ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ｏｒｉｇ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ｂ）ｏｒｉｇ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狔１；（ｃ）ｏｒｉｇｉｎｓｉｇｎａｌ＋狔２

图２ 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Ａｌｌａ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

１２０６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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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周期性噪声的辨识和提取

ＦＯＧ漂移中主要包含常值漂移、线性趋势项和

周期分量。本文基于小波分析法［９－１０］实现周期性

噪声的提取。首先，利用小波分析提取ＦＯＧ输出

中含有的漂移信号，然后对该信号进行傅里叶分析，

得到正弦噪声的特征参数。在进行傅里叶分析时，

常值分量和线性趋势项的存在会对周期分量辨识产

生影响。因此，为准确提取正弦信号的特征，需首先

对数据预处理，即去除原始数据中的常值分量和线性

趋势项。其中，常值分量可以通过计算数据均值来提

取，线性趋势项可通过对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到。

对图１中３组数据预处理后的结果如图３所

示。选取ｄｂ５小波对其进行小波去噪，分解层数为

７层，去噪信号如图３白色曲线所示。从时域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该ＦＯＧ输出中存在低频周期性波

动。对去噪信号进行傅里叶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

其中图４（ａ）存在两个幅值较大的尖峰，说明原始信

号中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正弦信号，频率分别为

０．０００３７Ｈｚ、０．０００６１ Ｈｚ，对 应 的 幅 值 分 别 为

图３ 图１原始数据预处理后信号（黑色）和去噪信号（白色）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ｄｅｎｏｉｓ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ｓ（ｗｈｉｔｅ）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Ｆｉｇ．１

图４ 图１原始数据傅里叶分析结果

Ｆｉｇ．４ Ｆｏｕｒ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Ｆｉｇ．１

０．００９８°／ｈ和０．００９０°／ｈ；图４（ｂ）中含有频率为

０．００１７Ｈｚ，幅值为０．０２０°／ｈ的正弦信号，与信号

狔１（频率１／６００＝０．００１７Ｈｚ，幅值０．０２°／ｈ）一致。

图４（ｃ）中含有频率为０．０００２４Ｈｚ，幅值为０．０２０°／ｈ

的正弦信号，与信号狔２（频率１／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Ｈｚ，

幅值０．０２°／ｈ）一致。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使用傅里叶分析方法来处

理小波分析后的信号，能够很好地辨识出原始数据

中所含有的正弦信号。

４　零偏不稳定性和噪声系数的计算方法

目前，基于Ａｌｌａｎ方差计算ＦＯＧ噪声系数的主

要方法是对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拟合，得到（３）式中各拟

合系数，进而确定各噪声值［８］。在未考虑正弦误差

的情况下，拟合误差较大，有时还会出现拟合系数为

负值的情况，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对该负值取绝对值

后再计算［１１］。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结合小波分析和

Ａｌｌａｎ方差法计算零偏不稳定性、随机游走系数和

量化噪声系数的方法。

由于零偏不稳定性具有低频特性，在数据中表

现为零偏值的波动。采用小波分析法提取信号中低

频漂移的特性，通过对去噪信号计算标准差可定量

计算零偏不稳定性值。

ＦＯＧ中的噪声按频率高低可分为高频噪声和

低频噪声。其中，高频噪声包括量化噪声和随机游

走。小波分析技术能够很好地实现高、低频噪声的

分离，因此，为了准确估计ＦＯＧ的噪声系数，先从测

量数据中去除低频噪声，再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

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对量化噪声和随机游走对应的Ａｌｌａｎ

方差σ
２
犙（τ），σ

２
犖（τ）以（４）式为目标函数进行拟合：

σ
２（τ）＝σ

２
犙（τ）＋σ

２
犖（τ）＝

犃－２

τ
２ ＋

犃－１

τ
． （４）

拟合后可得到准确的随机游走系数和量化噪声系

数。这种方法避免了在对所有噪声项系数进行拟合

时，低频噪声对高频噪声的影响。同时，由于拟合所

用的数据点数大大减少，在提高计算速度方面具有

优势。

５　实验验证

在室温条件下（２３℃左右），将ＦＯＧ固定安装

在转台上，通电工作直至输出稳定后，对其进行了

２ｈ的零偏测试（采样间隔１ｓ），原始数据如图５所

示。去趋势项后信号如图６所示，按照第４节中所

述的计算方法，选取ｄｂ５小波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进

１２０６００６３



光　　　学　　　学　　　报

行处理，分解层数为７层，去噪信号如图６中白色曲

线所示，其傅里叶分析结果如图７所示。图中存在

两个峰值较大的点，可以推断ＦＯＧ原始信号中含

有两个正弦分量，频率分别为２．９×１０－４ Ｈｚ、７．２×

１０－４ Ｈｚ，相应的幅值分别为０．００８９°／ｈ、０．００６２°／ｈ。

图５ ＦＯＧ输出曲线

Ｆｉｇ．５ ＦＯＧｏｕｔｐｕｔ

图６ 图５原始数据预处理后信号（黑色）及去噪

信号（白色）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ｄｅｎｏｉｓ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ｗｈｉｔｅ）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Ｆｉｇ．５

图７ 图５原始数据傅里叶分析结果

Ｆｉｇ．７ Ｆｏｕｒ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Ｆｉｇ．５

原始数据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结果如图８曲线犪所

示，由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直接估读得到零偏不稳定性

图８ 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

Ｆｉｇ．８ Ａｌｌ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犅′＝０．００６／０．６６４＝０．００９０°／ｈ。在不考虑正弦误差

的情况下对曲线进行拟合，拟合系数犃０＝－９．９×

１０－６为负值，对该负值取绝对值后计算得到犅″＝

０．００４７°／ｈ，与犅′相比小很多，这一现象说明这种处

理方式掩盖了ＦＯＧ真实的误差特性。计算图６中

去噪信号的标准偏差可得到零偏不稳定性值犅＝

０．０１２°／ｈ，与犅′近似相等，说明对去噪信号求标准

偏差可以定量计算ＦＯＧ的零偏不稳定性，其准确

性优于拟合所得的结果。

由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可得到随机游走系数犖′＝

０．００１２°／槡ｈ。由于没有明显的斜率为－１的曲线

段，所以无法从 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直接估计量化噪声

系数。通过对 Ａｌｌａｎ方差曲线整体拟合，得到量化

噪声系数犙″＝０．００４５μｒａｄ和随机游走系数犖″＝

０．００１３°／槡ｈ。对小波分析分离出的高频噪声进行

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结果如图８曲线犫所示。从图中可

知在τ＜７０ｓ时，曲线犪和犫重合，以重合段曲线为

样本，以（４）式为拟合目标函数，得到量化噪声系数

和随机游走系数分别为 犙＝０．００４０μｒａｄ，犖＝

０．００１２°／槡ｈ。与传统计算方法所得结果基本一致。

但这种计算方法消除了（３）式中其他项的干扰，且拟

合方程（４）式与（３）式相比更为简单，得到的结果更

加准确可信。采用传统的拟合方法计算时，使用的

样本点数为２３００，计算时间为２ｓ，而本方法使用的

样本点数为７０，计算时间约为１ｓ。因此，在对ＦＯＧ

进行长期测试及大数据量的分析时，本方法在改善

计算速度方面的优势将明显体现。

６　结　　论

ＦＯＧ作为典型的光纤干涉仪，其光路中存在的

寄生干涉会导致其输出信号中含有干涉误差，基于

该干涉误差信号的特点并结合 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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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由寄生干涉引入的正弦噪声为ＦＯＧ零偏误

差的主要来源。通过加入正弦噪声的方法进行了仿

真计算和分析，发现ＦＯＧ的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曲线中

“速率斜坡和速率随机游走”段实际是由正弦噪声引

起。基于小波分析和傅里叶分析方法实现了ＦＯＧ

中正弦噪声的辨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结合小波分

析法和Ａｌｌａｎ方差分析法的ＦＯＧ零偏不稳定性、随

机游走和量化噪声的计算方法，并进行了实验验证，

为ＦＯＧ的诊断和参数测试提供了一种实用可信的

方法。

参 考 文 献
１ＺｈａＦｅｎｇ，Ｇａｏ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ＸｕＪｉａｎｇｎｉｎｇ，犲狋犪犾．．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ｎ

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ｇｙｒｏｓ［Ｊ］．Ｌａｓｅｒ＆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０１１，４８（７）：０７２３０１．

　 查　峰，高敬东，许江宁，等．光学陀螺捷联惯导系统发展与展

望［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１，４８（７）：０７２３０１．

２ＧａｏＹｕｋａｉ，Ｄ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 ｅｒｒｏ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２（５）：６６－７０．

　 高玉凯，邓正隆．基于小波方差的光学陀螺随机误差特性研究

［Ｊ］．中国惯性技术学报，２００４，１２（５）：６６－７０．

３ＱＭＬａｍ，ＮＳｔａｍａｔａｋｏｓ，Ｃ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犲狋犪犾．．Ｇｙｒｏ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ｒａｎｄｏｍｎｏｉ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ＡＩＡＡ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２００３．１１１１－

１１１４．

４ＬａｉＪｉｚｈｏｕ，ＬｉｕＪｉａｎｙｅ，Ｌｉｎ Ｘｕｅｙｕａｎ，犲狋犪犾．．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ＦＯ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２３（９）：３１－３４．

　 赖际舟，刘建业，林雪原，等．干涉式光纤陀螺的性能评价［Ｊ］．

传感器技术，２００４，２３（９）：３１－３４．

５ＮＥｌＳｈｅｉｍｙ，ＨＨｏｕ，ＸＮｉ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ｓｕｓｉｎｇ Ａｌｌａ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５７（１）：１４０－１４９．

６ＳＪ Ｓａｎｄｅｒｓ，Ｌ Ｋ Ｓｔｒａｎｄｊｏｒｄ，Ｄ Ｍｅａｄ．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ｅｎｄｓａ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

Ｓｅｎｓｏｒ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Ｄｉｇｅｓｔ，２００２．５－８．

７ＬüＸｉａｏｑｉ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ｃａｉ．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ｎｏｉ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Ａｌｌａ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ｂｙ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ａｎｄ

Ａｃｏｕｓｔｏ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９，３１（２）：１６６－１６８．

　 闾晓琴，张桂才．采用分段法估算 Ａｌｌａｎ方差中的各噪声系数

［Ｊ］．压电与声光，２００９，３１（２）：１６６－１６８．

８ＩＥＥＥＳｔｄ９５２１９９７．ＩＥＥ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Ｔｅｓ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Ａｘｉ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

Ｇｙｒｏｓ［Ｓ］．ＵＳＡ，１９９８．

９ＬｉＪｉａｌｅｉ，ＸｕＨｕａｌｏｎｇ，ＨｅＪ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ｐａｃ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０（８）：２２２４－２２２８．

　 李家垒，许化龙，何　婧．光纤陀螺信号的小波包去噪及改进

［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８）：２２２４－２２２８．

１０ＴａｎｇＸｉａ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ｗｅｉ，ＧｕｏＬｉｂｉｎｇ，犲狋犪犾．．Ｅｒｒ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ｇｙｒｏ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ｇｒｅｙ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２，３９（１０）：

１００８００３．

　 汤霞清，程旭维，郭理斌，等．小波分析和灰色神经网络融合的

光纤陀螺误差建模与补偿［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２，３９（１０）：

１００８００３．

１１Ｍａ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Ｃｈａｏ Ｄａｉｈｏｎｇ．Ｎｏｉｓ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ｌａｓｅｒ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ｌｌａ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Ｊ］．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１）：３８－４４．

　 马　静，周小红，晁代宏．基于Ａｌｌａｎ方差的激光陀螺噪声估计

方法研究［Ｊ］．导航与控制，２０１３，１２（１）：３８－４４．

栏目编辑：何卓铭

１２０６００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