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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间断分析仪和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锥栗不同授粉组合果实的元素含量

邹
!

锋!张旭辉!袁德义&

!朱周俊!谭露曼!刘冬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经济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经济林育种与栽培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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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为探讨锥栗不同授粉组合果实中矿质元素是否也存在花粉直感效应!应用全自动间断化学分析仪

和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了,华栗
%

号.-,华栗
8

号.-,华栗
9

号.和,黄榛.四个锥栗主栽品种自交-异交以及

自然授粉的子代坚果中主要矿质元素的含量"结果表明!锥栗不同授粉组合坚果的
D

!

]

!

Y

!

K.

!

N

\

!

R*

!

_/

和
N/

八种矿质元素含量差异较为显著!其矿质元素具有明显的花粉直感效应!尤其是铁-锌元素受花

粉直感作用的影响较大!,华栗
8

号.

n

,黄榛.授粉组合果实铁-锌元素含量最高!分别为
%>8P%9

和
<%PAC

#

\

1

\

@%

(,黄榛.

n

,华栗
%

号.授粉组合果实中
N/

元素含量最高为
%>=P>A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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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锰微肥的利用提供

了参考(通过主成分分析!评价出
%C

个组合中在矿质元素方面表现最优的授粉组合为,华栗
8

号.

n

,黄榛."

该研究结果可为锥栗生产上合理配置授粉树和改善果实品质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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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栗%

B-AG-5N-4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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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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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3*-h OPIP 4̀+0M/

&

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木本粮食树种之一!素有,铁杆庄稼.之

称!适应性强!耐旱-耐贫瘠#

%

$

"其坚果口感好-营养价值

高!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我国林业生产-

生态安全-山区精准扶贫产业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8

$

"我

国现有锥栗的种植面积达
%&&

万
W7

8

!年产值数十亿元#

9

$

!

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湖南南部已成为当地的优势产

业"锥栗雌雄同株异位!雄花为葇荑花序!传粉主要以风媒

为主#

%

$

"目前!由于锥栗自花结实率低#

<

$

!产量低!严重制

约了锥栗产业的发展"生产上迫切需要合理选择亲和性较高

的授粉品种!品种配置成为提高锥栗产量和品质的重要技术

手段#

=

$

"近几年来!本课题组采用人工控制授粉!设计不同

的品种授粉组合!研究了不同锥栗品种授粉组合对其产量和

品质的影响!发现不同品种的锥栗花粉授粉!在其果实性

状-结实率和内在品质上存在显著的花粉直感现象#

<

$

"花粉

直感是父本花粉对种子和果实的直感效应!主要表现在当年

形成果实的形状-成熟期-色泽-大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种子大小和内在成分含量等方面的影响#

>

$

"花粉直感效应的

研究可为生产上品种配置-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等提供理论

依据!如在葡萄#

A

$

-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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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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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核桃#

C

$

-板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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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果树上取得进展"关于栗花粉直感现象的研究!多集中对

其果实大小-可溶性糖-淀粉含量等方面的研究#

<

!

%&'%8

$

"但有

关栗花粉直感效应对果实或种子中矿质元素影响的研究未见

报道"因此!本研究以四个锥栗的主栽品种为试材!通过测

定不同授粉组合子代坚果的主要矿质元素含量!了解花粉直

感效应显著的锥栗果实中矿质元素是否也存在花粉直感效

应!同时也为锥栗授粉树合理配置-丰产栽培提供理论基

础(这对促进我国南方丘陵山区锥栗品质提升及产业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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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水为去离子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自制&!各元素标准

溶液均由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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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标准溶液稀释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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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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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园环境因素良

好!土肥水管理一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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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栽品种锥栗,华栗
%

号.-

,华栗
8

号.-,华栗
9

号.及,黄榛.为试材!并选择树势及立

地条件一致的树体!授粉位置均位于离地
%P=7

位置且均为

同一方向!在
8&%<

年*

8&%=

年开花时进行不同品种自交-

异交授粉组合!以自然授粉为对照%见表
%

&"成熟时采收各

授粉组合果实
8&

个迅速带回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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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青
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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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至恒重"取种仁用小型粉碎机粉碎!过
>&

目筛!保存

于有干燥剂的器皿中备用"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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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栗不同授粉组合设计

<+A5)!

!

H/55#1+,#/1'/*A#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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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Kn( Kn# KnK KnL D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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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质元素含量测定

样品准确称取
&P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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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经
I

8

^

8

'I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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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采用全自动化学分析仪测定不同授粉组合种仁的全

氮-全磷(称取样品
&P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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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使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其钾-钙-铁-

铜-锌-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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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所有分析均为
9

次重复!测定结果取平均值!采用
N4'

T-M0MV5 V̂V4T*OST*+8&&9

和
$]$$%CP&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并采用
-̂4

\

4/BP=

软件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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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8%!

!

花粉直感对常量元素的影响

不同锥栗品种的父本花粉对其坚果的
D

!

]

!

Y

和
K.

四

种常量元素有显著影响!其中,华栗
9

号.自交结实率极低!

未收获到足够的果实样本!导致实验数据无法获得"

由图
%

*图
<

可知!在自然状态下!

<

个品种的氮元素含

量趋势如下',华栗
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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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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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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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栗
%

号.%

%AP=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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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榛.

图
!

!

)华栗
!

号*不同授粉组合种仁常量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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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

\

1

\

@%

&(在人工控制授粉条件下!

#n(

及
Ln(

授粉组合相对于自然授粉显著降低了母本氮元素含量!分别

降低了
9P<A

和
<P9=7

\

1

\

@%

(相对于自交组合!仅有,华栗

8

号.各授粉组合均显著增加了母本氮元素含量"

图
8

!

)华栗
8

号*不同授粉组合种仁常量元素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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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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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栗
:

号*不同授粉组合种仁常量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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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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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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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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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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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下!,华栗
9

号.的坚果磷元素显著高于其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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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达
8P=87

\

1

\

@%

(相对于自然授粉!

Kn#

及
Ln(

授粉组合显著降低了母本磷元素含量!

Ln#

授粉组合显著

增加了坚果磷元素含量"

钾元素中!仅有
LnK

授粉组合显著小于自然授粉!,黄

榛.各授粉组合钙元素含量显著大于自交组合"

#nL

授粉组

合果实钾元素含量最大为
%8P9>7

\

1

\

@%

"

自然条件下,华栗
9

号.钙元素较小!相对于自然授粉!

,华栗
8

号.为,华栗
%

号.授粉及,华栗
9

号.的各授粉组合均

显著增加了母本钙元素含量!同时!,黄榛.的各授粉显著降

低了母本的钙元素含量(

#nK

授粉组合果实钙元素含量达

到最高为
&P<&7

\

1

\

@%

"

图
;

!

)黄榛*不同授粉组合种仁常量元素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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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2'/1,)1,#1S).1)#/0'% /.-0

1

2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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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00).)1,

6

/55#1+,#/1'/*A#1+,#/12

8%8

!

花粉直感对微量元素的影响

锥栗各个授粉组合坚果
R*

!

KX

!

_/

和
N/

四种微量元

素存在一定差异%图
=

*图
B

&"

图
=

!

)华栗
!

号*不同授粉组合种仁微量元素含量

"#

$

%=

!

<(),.+'))5)*)1,2'/1,)1,#1S).1)#/0'% /.-0

1

2

,

\7+5#]/%!

.

J#,(-#00).)1,

6

/55#1+,#/1'/*A#1+,#/12

!!

相对于自然授粉!

(nK

!

#nL

以及,华栗
9

号.的各授

粉组合均显著增加了母本铁元素含量!其中
#nL

授粉组合

最为显著!增加了
9&PA%

#

\

1

\

@%

(相对于自交授粉!,华栗

8

号.的各授粉组合均显著增加了母本铁元素含量"

自然状态下,黄榛.的铜元素含量显著大于其他品种!

,华栗
8

号.的授粉处理中!所有授粉组合均显著大于自交组

合(,华栗
9

号.的授粉处理中所有授粉组合均显著大于自然

授粉!,华栗
%

号.和,黄榛.的授粉处理的所有组合无显著差

异"

图
?

!

)华栗
8

号*不同授粉组合种仁微量元素含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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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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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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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华栗
:

号*不同授粉组合种仁微量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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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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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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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黄榛*不同授粉组合种仁微量元素含量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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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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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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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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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自然授粉!

#nL

及,华栗
9

号.的各授粉组合均

显著增加了锌含量(相对于自交组合!

(nL

!

#nL

及,华栗

9

号.的各授粉组合均显著增加了母本的锌含量!其中
#nL

授粉组合果实锌元素含量最高为
<%PAC

#

\

1

\

@%

(,华栗
%

号.的授粉处理中各授粉组合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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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元素在所有授粉处理中均呈现显著差异"相对于自然

授粉!,华栗
9

号.的各授粉组合增加了母本锰元素含量!其

中!

Kn#

授粉组合最高为
BAP9B

#

\

1

\

@%

(相反的!

LnK

!

Ln#

及,华栗
%

号.的各授粉组合与对照相比降低了母本锰

元素含量!其中
LnK

授粉组合锰元素含量为
CCP9B

#

\

1

\

@%

(相对于自交组合!

(n#

!

(nK

!

Ln(

授粉组合显著

增加了母本锰元素含量!其中
Ln(

授粉组合果实锰元素含

量最高为
%>=P>A

#

\

1

\

@%

"

8%:

!

主成分分析

由表
8

可知!前
9

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已达
B<P%8Q

!

权重系数分别为
9P98

!

8P8A

和
%P9<

!基本保留了
%C

个组合

相关性状的全部信息"因此!可以将不同组合间的
B

种矿质

元素综合为前
9

个主成分来进行评价!以达到降维的目的"

第
%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
<%P=%8Q

!主要由
D

!

]

和
R*

三

种元素决定!表明当组合中这三种元素含量较高时!其综合

得分就较高(第
8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8BP<%=Q

!主要由

Y

!

K.

!

_/

和
N/

四种元素决定(第
9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为
%<P%BAQ

!主要由
KX

元素决定"

表
8

!

主成分特征向量&特征值&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A5)8

!

<())#

$

)13)',/.

!

)#

$

)13+57)

!

+''/71,

+1-,/,+5+''/71,/0HF@2

项目 主成分
%

主成分
8

主成分
9

D &P<B&A8 @&P8&>=C &P8&<AA

] &P<BB>8 @&P8%989 &P8&BB=

Y &P%9C%= &P<CA=% &P9=&<>

K. @&P&&>>= &P=<9%& @&P<9%B9

R* &P9A&CB &P8B&8& @&P%C&CB

KX @&P%><>% &P%B9%A &PA9&&=

_/ &P9>A8< &P<==%= &P&=B8B

N/ @&P<=C<B &P88<8C &P%AC==

特征值
9P98% 8P8A9 %P%9=

贡献率)
Q <%P=%8 8BP<%= %<P%BA

累计贡献率)
Q <%P=%8 >CPC8A B<P%%=

!!

将因子载荷换算为规格化特征向量后!可以得到
9

个主

成分综合评价模型
;

的表达式'

;

%

?&P<B%9

%

;&P<BA9

8

;&P%9C9

9

@&P&&A9

<

;&P9A%9

=

@

&P%>=9

>

;&P9>A9

A

@&P<=C9

B

;

8

?@&P8&A9

%

@&P8%99

8

;&P<CB9

9

;&P=<99

<

;&P8B9

=

;

&P%B99

>

;&P<=>9

A

;&P88<9

B

;

9

?&P8&=9

%

;&P8&C9

8

;&P9=9

9

@&P<989

<

@&P%C%9

=

;

&PA99

>

;&P&=B9

A

;&P%B

9B

式中!

9

%

!

9

8

!

9

9

!

9

<

!

9

=

!

9

>

!

9

A

和
9

B

分别代表

D

!

]

!

Y

!

K.

!

R*

!

KX

!

_/

和
N/

"

以各主成分的贡献率为权重!利用主成分值与对应的权

重相乘求和!可以得出样本综合评价模型'

K?

%

<%P=%8;

%

;

8BP<%=;

8

;%<P%BA;

9

&)

%&&

!其中
K

为综合评价值"根据主

成分综合得分模型!即可计算不同授粉组合果实品质优良度

的排名%表
9

&"可以看出!综合得分排在前
9

位的组合分别

是',华栗
8

号.

n

,黄榛.-,华栗
9

号.

n

,黄榛.-,华栗
9

号.

n

,华栗
8

号."

表
:

!

综合主成分值

<+A5):

!

F/*

6

.)()12#3)

6

.#1'#

6

+5'/*

6

/1)1,3+57)2

授粉组合
;

%

;

8

;

9

综合得分 排名

#nL &PC88<%A &PC998%< @&P&&==8 %PB=&%%= %

KnL %P9AB%<< @&P%C&%>& &P8=&%<B %P<9B%9% 8

Kn# &PAA=>98 @&P&<B9%& &P8>9%9A &PCC&<>% 9

Kn( &PC9<B<A @&P%B&>C& &P%A%BB= &PC8>&9C <

D# &P9ABBBC &P>8A><> @&P&C=8<& &PC%%8CB =

#nK &P&=A&C= &P=<A<B< @&P%B9%A& &P<8%<&= >

#n( @&P&B8=A& &P=%>8CB @&P&=998& &P9B&<%9 A

(nL &P9%9B8= @&P&>&&%& &P&&<<=9 &P8=B8>B B

(n# &P%B&8>8 &P&CB&C9 @&P&BC%=& &P%BC8&9 C

D( &P&C<988 @&P&8B<B& @&P&<AB=& &P&%ACC% %&

(nK &P9%B%&A @&P8%C9B& @&P%CC>8& @&P%&&BC& %%

Ln# @&P8=A<&& @&P&=%88& &P8&8%%A @&P%&>=&& %8

DK %P&>&B<A @%P8B===& @&P&9CA>& @&P8><<A& %9

DL @&PC=9&A& &P<&9%C8 &P%C&9&A @&P9=C=A& %<

(n( &P%>BC%% @&P8>%&9& @&P9%CB9& @&P<%%C=& %=

#n# @&P>%99=& &P88%<8C @&P8<ACA& @&P>9CBC& %>

Ln( @%PAC9>>& &P%>>B8A &P8A&B=8 @%P9==CB& %A

LnL @%P>%B%9& @&P<>=&A& &P&%BC<% @8P&><8>& %B

LnK @%P8>=%8& @&PA8<8A& @&P&C&<&& @8P&ACB&& %C

9

!

结
!

论

!!

花粉直感效应对锥栗的主要矿质元素具有显著影响'所

有授粉组合的矿质元素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大部分授

粉组合差异显著%

F

%

&P&=

&!如,黄榛.的授粉处理中的常量

元素!以及,华栗
8

号.-,华栗
9

号.和,黄榛.的授粉处理中

的微量元素差异显著!表明锥栗不同授粉组合坚果中的矿质

元素表现出明显的花粉直感现象"

此外!果实内的矿质营养除影响果实生长发育外!还会

影响到果实品质#

%9

$

!甚至影响到果实采后的贮藏效果#

%<

$

"

铁元素与果实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如苹果酸和柠檬酸&和维

生素的合成有关!缺铁会降低果实还原糖-有机酸以及维生

素
#8

的含量#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其他三个品种为,华栗
8

号.授粉以及为,黄榛.

n

,华栗
8

号.授粉组合可以提高其果

实的铁元素含量"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和对营养元素认识的逐渐加

深!果实中的各种元素含量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如锌含量

的高低受到普遍关注"锌可以促进光合产物积累!果实膨

大!改善果实风味#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华栗
8

号.

n

,黄

榛.及,华栗
9

号.各授粉组合均能显著提高锌含量"栗为,喜

锰.植物!对锰营养需求量大!缺锰会严重影响栗的生长发

育"所有授粉组合中锰元素含量均呈现显著差异!其中,黄

榛.

n

,华栗
%

号.授粉组合显著增加了母本锰元素含量"由

此可见!父本花粉选择的重要性"花粉直感效应与果实品质

具有明显的关系!生产中可以根据这一现象合理配置授粉树

以提升锥栗果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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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影响不同授粉组合矿质元素综合

评价的关键影响因子是氮-磷-铁三种元素!其中!,黄榛.

为其他品种授粉得分均优于对照!其中授粉组合,华栗
8

号.

n

,黄榛.排名最前!可为锥栗生产上品种配置和改善果实品

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B)0).)1')2

#

%

$

!

R(Da4.M'74/

\

!

Fe(DL*'

6

4

!

,(DGH4/

\

!

*5.+

%范晓明!袁德义!唐
!

静!等&

Z$T4*/54.$4+1.*$4/4T.*

%林业科学&!

8&%<

!

=&

%

%&

&'

<8Z

#

8

$

!

R./a4.M74/

\

!

FX./L*

6

4

!

,./

\

H4/

\

!

*5.+Z,-**0

!

8&%=

!

8C

'

%A%9Z

#

9

$

!

N(I.4'

j

X./

!

H"(DGa4')4/

\

!

Ĝ DG#./

\

'TWX

!

*5.+

%马海泉!江锡兵!龚榜初!等&

ZHMX-/.+MV_W*

d

4./

\

RM-*05-

6

$T4*/T*h,*TW/M+M'

\6

%浙江林业科技&!

8&%9

!

99

%

%

&'

>8Z

#

<

$

!

_I(DGaX'WX4

!

Fe(DL*'

6

4

!

_̂ eR*/

\

!

*5.+

%张旭辉!袁德义!邹
!

锋!等&

Z(T5.IM-54TX+5X-.*$4/4T.

%园艺学报&!

8&%>

!

<9

%

%

&'

>%Z

#

=

$

!

K(̂ FM/

\

'

j

4/

\

!

F(̂ a4.M'WX.

!

,ODGH4./'WX.

!

*5.+

%曹永庆!姚小华!腾建华!等&

ZHMX-/.+MVD./

d

4/

\

RM-*05-

6

e/41*-045

6

%南京林

业大学学报&!

8&%>

!

<&

%

=

&'

==Z

#

>

$

!

f"a4/

\

'

d

4./

\

!

_IODGa4'+4./

\

!

2ODI.4'

6

4/

\

!

*5.+

%戚行江!郑锡良!任海英!等&

ZHMX-/.+MVR-X45$T4*/T*

%果树学报&!

8&%A

!

9<

%

A

&'

B>%Z

#

A

$

!

$.)4-(Z]+./5#4M+M

\6

!

8&%=

!

%A

'

=>AZ

#

B

$

!

N(H4/

\

!

F(DGa4.M'WM/

\

!

N(a4.M'

d

X/

!

*5.+

%马
!

静!杨晓红!马小军!等&

ZGX4W.4.

%广西植物&!

8&&C

!

8C

%

>

&'

C&=Z

#

C

$

!

`(DG_W*/

\

'

d

4.

!

_I(DG#4/

!

a"(GXM'WX.

!

*5.+

%王正加!张
!

斌!夏国华!等&

ZHMX-/.+MVR-X45$T4*/T*

%果树学报&!

8&%&

!

8A

%

>

&'

C&BZ

#

%&

$

!

.̀/

\

f4./

!

$X$WXTW.4

!

_W.ML4

!

*5.+ZD.5X-.+2*0MX-T*0

!

8&%8

!

9

'

>>Z

#

%%

$

!

F(DG!4X

!

_I(̂ _W4'W*/

\

!

$I"_WXM'

\

M/

\

%杨
!

柳!赵志珩!石卓功&

ZHMX-/.+MVDM-5Wc*05RM-*05-

6

e/41*-045

6

%西北林学院学报&!

8&%8

!

8A

%

>

&'

A=Z

#

%8

$

!

KIODH4.'

d

4.

!

$I"_WXM'

\

M/

\

%陈佳佳!石卓功&

ZHMX-/.+MVK*/5-.+$MX5We/41*-045

6

MVRM-*05-

6

./3,*TW/M+M

\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

报&!

8&&C

!

8C

%

>

&'

%=8Z

#

%9

$

!

](DI.4'V.

!

aeF4'+4X

!

_I(DGF4

!

*5.+

%潘海发!徐义流!张
!

怡!等&

Z]+./5DX5-454M/./3R*-54+4J*-$T4*/T*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8&%%

!

%A

%

<

&'

%&8<Z

#

%<

$

!

Ĝ DGa4/'74/

\

!

Ge(DHX/'V*/

\

!

_I(DGH4'0WX

!

*5.+

%龚新明!关军锋!张继澍!等&

Z]+./5DX5-454M/./3R*-54+4J*-$T4*/T*

%植物营

养与肥料学报&!

8&&C

!

%=

%

<

&'

C<8Z

#

%=

$

!

Ge(DHX/'V*/

\

%关军锋&

ZR-X45fX.+45

6

2*0*.-TW

%果品品质研究&

Z$W4

d

4.JWX./

\

'

I*)*4$T4*/T*h,*TW/M+M

\6

]-*00

%石家庄'河北科学

技术出版社&!

8&&%Z%=9Z

#

%>

$

!

!"HX./

!

KIODH4*'JWM/

\

!

Ie(DGFM/

\

'

d

4/

\

!

*5.+

%李
!

娟!陈杰忠!黄永敬!等&

ZHMX-/.+MVR-X45$T4*/T*

%果树学报&!

8&%%

!

8B

%

<

&'

>>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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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0).)1,H/55#1+,#/1F/*A#1+,#/12#1'+$,.+-/.-0

1

2K),).*#1)-A

4

@7,/K#2'.),)@1+5

4

O).2+1-@,/*#'@A2/.

6

,#/1&

6

)',./*),.

4

_̂ eR*/

\

!

_I(DGaX'WX4

!

Fe(DL*'

6

4

&

!

_Ie_WMX'

d

X/

!

,(D!X'7./

!

!"eLM/

\

'74/

\

Y*

6

!.)M-.5M-

6

MVKX+541.54M/./3]-M5*T54M/VM-DM/'̀ MM3RM-*05,-**0MVN4/405-

6

MVO3XT.54M/

!

Y*

6

!.)M-.5M-

6

MVDM/'

M̀M3RM-*05]-M3XT5MV$5.5*RM-*05-

6

(374/405-.54M/

!

K*/5-.+$MX5We/41*-045

6

MVRM-*05-

6

./3,*TW/M+M

\6

!

KW./

\

0W.

!

<%&&&<

!

KW4/.

@A2,.+',

!

,M*+XT43.5*5W*S*/4.*VV*T50MV74/*-.+*+*7*/50M/34VV*-*/5

U

M++4/.54M/TM7)4/.54M/04/B-AG-5N-4N5&

$

,

!

X04/

\

5W*

TW4/

j

X.

U

4/TX+541.-0

,

IX.+4DMZ%

.!,

IX.+4DMZ8

.!,

IX.+4DMZ9

.

./3

,

IX./

\

JW*/

.

.07.5*-4.+0

!

c*4/1*054

\

.5*35W*S*/4.

*VV*T50MV74/*-.+*+*7*/504/BO4N5&

$

,)

6

.X5M34T0-*5*./.+

6

J*-0./3.5M74T.)0M-

U

54M/0

U

*T5-M7*5-

6

Z,c*/5

6

TM7)4/.54M/0MV

0*+V'

!

T-M00'

!

./3/.5X-.+

U

M++4/.54M/c*-*X/3*-5.[*/Z,W*-*0X+50-*1*.+*35W.5*4

\

W574/*-.+*+*7*/50MVB-AG-5N-4N5&

$

,0**30

c*-*04

\

/4V4T./534VV*-*/T*0Za*/4.M)14MX0+

6

W.045074/*-.+*+*7*/50

!

*0

U

*T4.++

6

4-M/./3J/4TZ,W*V-X45MV

,

IX.+4DMZ8

.

n

,

IX./

\

JW*/

.

0WMc*35W*W4

\

W*054-M/./3J4/TTM/5*/5

!

cW4TWc*-*%>8P%9./3<%PAC

#

\

1

\

@%

!

-*0

U

*T541*+

6

Z,W*V-X45MV

,

IX./

\

JW*/

.

n

,

IX.+4DMZ%

.

0WMc*3./4/T-*.0*37./

\

./*0*TM/5*/5MV%>=P>A

#

\

1

\

@%

!

cW4TW

U

-M143*0.-*V*-*/T*VM-5W*

X54+4J.54M/MV5W401.-4*5

6

.0.7./

\

./*0*V*-54+4J*-Z,W-MX

\

W

U

-4/T4

U

.+TM7

U

M/*/5./.+

6

040

!

5W*)*05TM7)4/.54M/c.0

,

IX.+4DMZ

8

.

n

,

IX./

\

JW*/

.

4/5W*%CTM7)4/.54M/0Z,W*-*0X+50T./

\

41*.).040VM-

U

+./54/

\

3*04

\

/MV1.-4*54*0./347

U

-M14/

\

V-X45

j

X.+45

6

4/BO4N5&

$

,Z

I)

4

J/.-2

!

(X5M340T-*5*./.+

6

J*-0

(

(5M74T.)0M-

U

54M/0

U

*T5-M7*5-

6

(

B-AGN-54N5&

$

,

(

a*/4.

(

N4/*-.+*+*7*/50

(

]-4/T4

U

.+TM7'

U

M/*/5./.+

6

040

%

2*T*41*3(X

\

Z%=

!

8&%A

(

.TT*

U

5*3H./Z9&

!

8&%B

&

!!

&

KM--*0

U

M/34/

\

.X5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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