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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岛植被资源和物种多样性特征
’

连玉武 林 鹏 张烧挺 郑文教“ 卢昌义
‘ ’

李振基
厦门大学 生物 系

、

厦 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
,

厦门
,

摘 要 调 查 块样地共 并野外植被镇图
,

岛止含维管植 物 科

属 种
,

植物 区 系为热 带
、

亚 热带分布成分占总属数
。

对 岛上 个群 落

中的植物种 数 和个休数作 了物种 丰 富度指数
, 、

多样性 指数
之、

优 势度指数
、

均

匀度 等统计
,

其中相思 树群 落土述 指数依次 为
、 、

和 写

马 尾 松群 落为
、

 
、

 
、 ,

里 松群 落 为
、 、 、

。

说明该 个群落为相 对稳定性较 大的群 落
。

各 群落乔木种 类 种指数 变化

幅度依次 为  
、

  
、

 
、

一 写
。

灌木

层土述指数 变化幅度依次 为 一  
、 、

 
、

。

显示 了灌木层种 类较为丰富
,

多样性较 高
,

岛上 植物属于闰粤沿海丘 陵平

原亚热带雨 林 区
。

关键词 植被 资源 物种 多样性 群 落特征

中国图书分类号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
‘

一
‘ ,

一 ‘
一  ‘ ,

总面积
, ,

是福 建

省第二大岛
。

沿岸港湾多
,

沙滩阔
,

气候温和
,

阳光充裕
,

是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

多年

来
,

岛上建成林带网络
,

绿化沙滩
,

封山育岭
,

被誉为
“

东海绿洲
”

一角
。

目前
,

该岛已开辟成为独

特风格旅游区
,

经济较迅速发展
,

研究海岛植被资源及物种多样性
,

对海岛经济持续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的依据
。

植物区系特点

据 的样地调查统计
,

岛内植物有 科
,

属
,

其中蔗类植物 属 种
,

种子植物

 属
,

 种
。

在属的分布区类型〔‘〕中
,

种子植物有 属
。

其中
,

亚热带分布有 属
,

各类热带分布有

属
,

分占总属数的 和
。

热带分布中又 以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和旧世

界热带为主
,

占热带成分的 温带分布占总属 数  中国特有分布成分仅 属
,

占

总属数 世界分布 属
,

占总数的 写 表
。

在被子植物属中
,

热带
、

亚热带成分占多数
,

占总属数的
。

其他成分占总
、

属数的
。

这与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相适应
。

岛内藏类植物科属较少
,

因该海岛高温多风
,

蒸发

本项目于 年由福建 省科委海岛办主持
,

厦门大学生物系和 环境科学 研究中心组织科研人 员进行该岛植被资源

调查 郑逢中
、

杨志伟
、

冯文水参加本项 目部分 工作
,

表示致谢
·

连玉 武
,

男
,

年 月出生
,

副教授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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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
,

干湿季明显
,

阴湿的族类植物的生长受到限制
。

表 东山岛植物地理成分

分分 布 区 类 型型 属数数 百分率 分 布 区 类 型型 属数数 百分率 分 布 区 类 型型 属数数 百分率率

世世 界成分分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成分分
。

东亚和北美成分分

亚亚热带成分分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成分分 旧 世界温带成分分

热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成分分 热带亚洲成分分 东亚成分分

旧旧 世界热带成分分 北温带成分分  
,

中国特有成分分

植被资源

东山岛植被系属于闽粤沿海丘陵平原亚热带雨林 区
、

闽南博平岭东南湿热带雨 林小区  
。

由于 东山岛植被长期受环境因子如气候
、

土壤以及植物本身分化
、

演替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

地

带性的原生植被已不复存在
。

现状植被多为人工次生林
,

群落类型少
,

种类组成单一
。

根据 中国植被  ! 分类原则
,

岛内植被有 个植被型 个群系
,

人工植被型 个
。

主要植

被型 简述如 下

常绿针叶林

岛内常绿针叶林有黑松林
、

杉木林
、

湿地松林
、

马尾松林
、

油杉林 表
。

岛内针叶林多数

为人工林或半人工林
,

处于中
、

幼龄阶段
。

土壤为粗骨性红壤或赤红壤
,

土层较薄
,

含砾量较大
,

肥力较差
。

常绿针叶林的群落结构较简单
,

一般分为乔木层
、

灌木层和草本层
。

乔木层 建群种较单纯
,

分别由黑 松
,

嗒
、

湿地松
、

马尾松
, 、

杉木

人
、

油杉 汀 雌 为主
,

单独成林
,

或部分混生
,

林中还有阔叶树相

思 树 八 ‘ 更
、

木麻黄
、

樟树
 !∀

#
∃ %∀ &

、

苦糠 (M
elia

az
ed

ara c人)
、

朴树(Ce lri: tetra nd ra subsp
. :ineosi:)等混生于林内

。

表 2 常绿针叶林中乔木 层主要树种的特征值

T ab
.
2 C haraeteristie indiees of ehief sPeeies in tree layer in Pineleaf forest

群群落类型型 AAA BBB CCC DDD EEE FFF GGG HHH

黑黑黑松松 杉木木 杉木木 相思树树 湿地松松 木麻黄黄马尾松松 相思树树 油杉杉 杉木木 黑松松 木麻黄黄 相思树树 漫地松松 相思树树 马尾松松 相思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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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人

、

B

、

C

、

O

、

E

、

F

、

G

、

H 分别为黑松群落 (尸
.
t
.
)

、

杉木群落(c
.
1
.
)、

湿地松群落(P
.

。
.

)
、

马尾松群落(尸
.
执

.
)

、

油杉群落(K
.
工 》

、

杉 木千 黑

松群落(C
.
z一尸

.
t
.
) 、

湿地松 十相 思树群落(P
.
, 一A

.
。
.

、、

马尾松+ 相思树群落 (p , 一A
.

‘
.

》;
各群落调查面积 A

、

D

、

H 为 4 x l以”11 2
,

B

、

E

、

F

、

G 为 3x loom Z.C 为 sx loom 之
.

林下灌木层常见有黑 面神 (B
rev

nia fr
uricosa )

、

黄 桅子 (G a
心

e。i。 ja
s m i n o i j e :

)
,

山芝麻

(H elietere : a ng ust
1’fO lia)、

桃金娘(R hod
o
卿月u : to m e n to sa )

、

车桑子 (D od ona ea viscos a )
、

石斑

木(R haphiol学i: indiea )
、

了哥王 (W ikstro em ia ind ica )
、

倒卵叶算盘子 (G loc人id io n ob
o v a ru m )

、

两面针(Z anthol, l u m n i t i d
u
m )

、

鸦胆子 (B ra cea 担va nica )
、

梅叶冬青(Ilex aspre lza )
、

牡荆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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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 neg “ 。J o v a r
.
c a n n a 占以次ia )

、

马樱丹 (劫
nra , , a c a

m
a r a

)

、

肖梵天花 (U re na loba ta )等
。

灌木层

常伴生有乔木幼树
;豺皮樟(L itsea ro tundifo

lia var.口占lo n g
l’fo zia)、

野漆树“
’

o
x

i
c o 己e n j ro

, : : u c
-

c e
d

a n e u
m )

、

土密树(B ridelia tom e, Zr o s a
)

、

虎皮楠(Da PhniP勺llum glauceseens)、

潺稿树(L irsea

g lu ti ”
os

“
) 及部分针叶树幼苗

。

草本层常以纤毛鸭嘴草 (Ischaem um eiliare )
、

刺芒野古草 (A rundinella sezosa )
、

扭鞘野香

茅 (伪m bop o
卯

n tort ilis)
、

黄 茅 (H ereroP0g on conto材u s )
、

狗 尾 草 (S etaria viri d is)
、

一枝黄 花

(5 021己a g o d ee u
rre

n s )
、

韩 信草 (Seutollaria indica )
、

地 胆 草 (E
leP

han
tOP

us scaber )
、

铺地 黍

(p an icum
reP

e , : s
)

、

短穗画眉草 (E ra gro stis卿lind riea )
、

兰香草 (Ca 即oteris incana )
、

双穗飘拂

草(F im 占月s勺215 5
动占isP iea ra )

、

一点红 (艺m ilia so n ch ifo lia )等
。

藤本植物常见 有雀梅藤(Sagere
-

tia rhea )
、

小叶羊角藤(材。ri n d a
P

a
rv

ifo
l i

a
)

、

菠葵(Sm ilax china )
、

酸果藤 (E m be lia la eta )
、

茅

墓(R ubus P a二匀钻ziu s )等
。

岛内常绿针叶林受人为干扰大
,

使林木生长发育受到一定的抑制
,

应加强保护措施
。

2

.

2 常绿阔叶林

岛内常绿阔叶林类型主要有木麻黄林
、

相思树林
、

柠檬按林
、

刺接林
;
该类型树种单一

,

群

落结构简单
,

前三者为人工林
,

后者为天然林(表 3)
。

木麻黄林属于东山岛滨海人工植被
,

广 泛分布于境内山南一山东沿海海岸滩涂和赤山林

场
、

前楼乡
、

马变湾
、

铜陵镇等东南面滩涂
。

表 3 常绿阔叶林 中乔木层主要树种的特征值

T ab
.3 C haraeteristie indiees in ehiefspeeies in tree layer in broadleaved forest

群群落类型型 AAA BBB CCC DDD EEE

相相相思树树 黑松松 木麻黄黄 木麻黄黄 相思树树 苦株株 柠橄楼楼 马尾松松 相思树树 木荷荷 刺接接 小叶榕榕 鹅掌柴柴 朴树树 潺稿树树 海桐桐

平平均高度(m ))) 6
.
000 2

.
000 13 000 8

.000 6
.
000 6

.000 14
.
000 2 555 3

.000 5
.000 6

,

000 1 0

.

555 6

.

555
9 000 7

.

000 4

.

000

平平均胸径(c m ))) 5
.
000 3

.
000 18

.000 11
.
000 8

.
000 9 000 18 000 8

.
000 8 000 9

。

000 5

.

333 1
0

.

222
9

.

333
7

,

222 6

.

000
3

.

555

相相对多度(% ))) 98
.
000 2

.
000 10000 52

.
111 46.222 1

.777 95.111 1
.
999 1.222 1.888 33

.
333 16

.777 16
.777 16

.777 8 333 8
.
333

相相对频度(% ))) 80.000 20
.
000 10000 42

.
999 15

.
888 50

.
000 20

.
000 20

.
000 10

.000 16
。

777 1
6

.

777
1

6

.

777 1 6

.

777
1 6

.

777
1 6

.

777 1 6

.

777

相相对显著度(% 》》 99
.
000 0

.
111 10 000 57

,

888
3

3

.

555
3

.

999
9 7

666
0

.

666
0

.

999
0

.

999 2 9

.

000
2

7

.

222 2 2

.

222 1
7

.

666 3

.

222
0

.

888

重重 要 值值 277
.
999 22

.
111 30000 152

.
888 127

.000 19
.
999 242 777 22

.
555 22

.
111 12

.
777 79 000 60

.
666 55.666 51

.
000 28

.111 25
.777

注
:人

、

B

、

C

、

D

、

E 分 别为相思树群落 (A
.

。
.

)
、

木麻黄群落 (C
.

。
.

)
、

木麻黄 十相思树群 落(C .。
一A

.
。.

)
、

柠裸枝群落 (E
.‘.

)
、

刺楼 群落 (凡

c. ) ;各群落调查面积
:A 、

B 为 6 x loom Z ,

C

、

E 为 3义 l o o m 艺
,

D 为 5 丫 100 m 2
.

木麻黄林又是岛内沿海重要的防风固沙的乔木群落
,

具抗风力强
、

耐旱耐盐渍特点
。

群落

外貌深绿色
,

林相整齐
,

群落结构简单
,

林下植物种类少
。

常见灌木植物有牡荆
、

倒卵叶算盘子
、

黑 面神
、

山芝麻等
。

伴生 少量 的木麻黄
、

相思 树幼树
、

苦株
;
常见 草本植物有 海边 月见 草

(Oe
nothera lirtor azi:)和铺地黍

。

相思树林在岛内各地均有分布(表 3)
,

如陈城镇歧下村狮头山
、

铜陵后山
、

石铺山
,

西埔的

苏峰山
,

樟塘湖顶山等
。

相思树林是水土保持林的先锋树种
,

适应性广
,

耐旱耐瘩
。

群落外貌黄

绿色
,

林冠凹 凸不平
,

林下植物种类较丰富
,

常以旱中生性的热带种类为优势种
,

常见有黄桅

子
、

山芝麻
、

黑面神
、

倒卵叶算盘子
、

牡荆等
。

伴生有野漆树
、

山牡荆 (叭te x q。 动。
ta )

、

豺皮樟
、

刺

林(S co loP i。 ‘
hl’ne 1!s is )

、

土密树 以及个别针叶树种
。

草本植物常见有纤毛 鸭嘴草
、

狗尾草
、

扭鞘

野香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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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按林在岛内分布面积很小
,

呈片状或零星状分布
。

群落外貌整齐
,

结构简单
,

乔木层伴

生 有木荷 (S ch im a s“
Pe rb a)

、

马尾松
、

相思树等
。

林下灌木常有旱 中生的倒卵叶算盘子
、

黑面

神
、

石斑木
、

山芝麻
、

黄桅子等
。

草本植物有白花地胆草(E lePhantOP
us tom entoru s)

、

白茅汀二

Pe ra ta cy li ndr lc 。
)

、

中华结缕草(Z oy si o si ,
i
ca ) 等

。

主要分布西埔镇
、

前楼乡和樟塘乡等
。

刺林林分布面积小
,

是该 区次生性风水林
,

属于南亚热带雨林区
,

群落结构较复杂
,

乔木层

伴 生种类多
,

有小叶榕 (F’i cu : Pa二z’fo lt’a )
、

鹅掌柴 (S
ehf fl era oc toP 勺lla )、

朴树
、

潺搞树
、

海桐

(Pl tt o-f p or o m to bi ra )
。

林下灌木主要为石斑木
、

马樱丹等
,

伴生有野漆树
、

朴树等乔木幼树
。

草

木植物主要为韩信草
、

积雪草(C entella asiatic。
)

、

地胆草等
。

2

.

3 灌草丛

岛内灌草丛分布于低丘坡上或村落附近
,

呈零星分布
。

一般土层为瘩薄的沙质土
。

群落多

为南亚热带中生性旱中生性常绿阔叶灌丛
。

常见种类有黑面神
、

山芝麻
、

黄桅子
、

车桑子等
。

草

本植物以 纤毛鸭 嘴草
、

刺芒野古草
、

铺地黍
、

金茅 (艺ul al l7a s p
.
)

、

仙 人 掌(OP
“n ti 。

dl’“en l’l ) 为

主
。

代表性群落类型有
:

(l) 黄桅子十 桃金娘 + 车桑子
一

纤毛鸭嘴草+ 金茅群落
;

(2) 黄桅子
一

纤毛鸭嘴草群落
;

(3) 马樱丹
一

铺地黍群落
;

(4) 野牡丹(
Me

la st om a ca ndl’d um )
一

纤毛鸭嘴草群落
。

2

.

4 亚热带滨海沙生植被

滨海沙滩及 沙丘上分布亚热带沙生植被类型
,

植物种类组成 比较 简单
,

以热带
、

亚热带的

科属占多数
,

呈丛状或块状分布
,

代表性类型有
:

(1) 沙生草本植被
,

分布于西铺镇白埋滨海沙丘上
,

如腊刺 (SP in ife
x lit t

~ us )群落
,

以腊

刺为优势种
,

常见还有海边 月见草和 蔓茎栓果菊(La un ae a :a
rm en tos a) 等

。

( 2) 沙生灌木植被
,

本类型分布于滨海沙滩下
,

多呈丛状
、

零星带状分布
。

代表性群落类型

有盐生灌木和蔓性灌木组成的
。

叶草质被茸毛
,

根系发达等旱生性特性
。

如仙人掌
一

五爪金{龙

(IP
om oe a ca ir l’c a) 群落

,

露兜树(p andanus te ct城us )一

铺地黍群落
。

3 物种多样性分析
物种多样性是群落生态结构和功能复杂性一项生物学特 征

,

与群落的稳定性有关[4]
。

本研

究 中采用 M arg alef 丰富度 指数[5] ,

用 D I
表示 ;S hann on

一

W

e
i

n e r

多 样性指 数[6〕用 。
:
表示 ;

Si m pso n 优势度指数 [v] 用 D 。

表示 ;Pi el ou 均 匀度指数用 J 表示 [8] ;物种相遇机率用 尸IE 表

示〔6 〕
。

本文从群落水平和群落的乔木
、

灌木层水平进行物种多样性统计
。

3

.

1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分别对岛内 16 个乔木群落中所有植物种数和个体数进行统计 (图 1)
。

图中显示
,

各群落

中物种丰富度(M argalef 指数)变化幅度在 2
.
746~ 5

.
5 15 之间

。

其 中
,

思相树林 D := 8
.
124 ,

马

尾松林 D := 8. 67 6 ,

黑松林 D :
一8

.
4 6 4

。

它稍高于 福建武夷 山的甜储(ca
stanoP sis ey eri )林川

(地处海拔高度 1 27 om ,

水
、

热条件较差
,

M
a r

ga
le f 指数为 7

.
89 8)

,

而 比广东鼎 湖山的厚壳桂

(C 护协沪toc
a卿。 。h i n e n s i : ) 群落〔‘。

]及福建和溪的红拷(ca
stanOP

si: 勺
st汀x )

、

乌来拷 (e
.

二
ra i。 , a

)
、

红 鳞蒲 桃(匆
之夕g i u m ha nc ei ) 群落[l ’

]( 生态条件较为优越
,

M ar ga
l ef 指 数分 别 为 13

.
545 和

17
·

9
1

4) 低
。

岛上由于风大
,

蒸发力强
,

土壤干燥
,

林下灌木
、

草本植物相对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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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了东山岛各群落中 D Z
在 2

.
47 3~ 18

.
4 68 之间

,

D

3

在 1
.
001 ~ 3

.
35 4 之间

。

其中
,

相思树林 D Z= 12
.
502 、

D

3

= 2

.

8 7 8

,

马尾松林 D Z= 一8
.
4 6 8

、

D

3

= 3

·

3
5 4

,

黑松林 D Z= 11
.
290 、

D

3

一2
.
732

,

表明相思树林
、

马尾松林
、

黑松林较适应海岛生态环境条件
,

多样性指数相应较高
。

而

杉木林
、

湿地松林
、

油杉林
、

刺接林等多样性指数较低
。

对 比福建武夷山甜储林 D 。
一 4

·

4 2 2 7

、

福

建和溪红拷林 D 3
一 5

.
465

、

广东鼎湖山的厚壳桂林 D := 6
.
148

,

比东山岛上的各群落的多样性

指数大
,

揭示了群落中物种的多样性指数大小与生态环境条件相适应
。

东山岛内各群落 Pi elo u
均匀度指数 J 值和种间相遇机率 尸IE 值变幅和波动较大

,

J 值变

幅为 53
.
74

,

P I E 值波动幅度为 0
.
382

,

表明各群落中物种分布均匀度较低
,

物种相遇的机率

相应较低
。

a
.

常绿阔叶林
0 50 100 0 0

.
5 1

.0

A
.
木麻黄群落

B
.
木 麻黄+ 相思树群落

C
.
相思树群落

D
.
相思树 + 黑松群落

E
.
柠帐按群落

F
.
刺将群落

G
.
花竹群落

哥匕旨旨
ABCDEFG

b.常绿针叶林
0 0

.
5 1

.0

A
·

黑松 群落

B
.

杉木 群落

C
.
杉木 + 黑松群落

D
.
杉木 + 湿地松群落

E
.

服地松群落

F
.
湿地松 + 相思树群落

G
·

马尾松群落

马尾松+ 相思树群落

1
.
油杉群落

东山岛植被各群落的种多样性特征

F ig
.
1 Feature of speeies diversity in eom m unities in 氏

ngshan Island

3
.
2 群落中乔木层和灌木层物种多样性

分析统计群落中乔木层
、

灌木层木本植物多样性 (表 4)
。

从 D ,

计算结果看出
,

该岛上所有

群落物 种丰富度指数较低
,

针叶林群落 中乔木层 D :
变化幅度 为 0. 208 ~ 0. 786

,

灌木层 为

1
.
60 5一5

.
1 57

,

说明针叶林各群落乔木层种类组成较为简单
,

多为人工纯林
,

生态系较为脆弱
。

而 D :、

D

:

值均较小
,

其中乔木层 D :、

D

3

分别为 2
.
017~ 1

.
965和 0

.
047 ~ 0

.
0 95

,

灌木层 D :、

。
:

值相应较大
,

但各群落之间差异较大
,

分别为 3
.
242 一 16

.
028 和 1

.
400 一 2

.
68 7 ,

其中马尾松群

落和杉木群落林下灌木较为多样
。

从均匀度 J 看
,

湿地松+ 相思树群落J 一 96
.
39

,

油杉群落 J

~ 96
.
01

,

马尾松群落 J = 84
.
90

,

说明其物种分布较均匀
,

而针叶林其他群落物种分布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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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b
.4 Speeies diversity of tree and shrub in Pineleaffo rest eom m unities

群群落类旦旦 AAA BBB CCC DDD EEE FFF GGG HHH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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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88 0

.
358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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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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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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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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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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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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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8 ,

.
54000 1

.
0177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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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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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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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2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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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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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DDD ,,
0
.
4 9 555 2

.
6石444 0

.
3 1111 2

.
03333 0

.
公, 777 1

.
40999 0

.
90555 1

.
7‘777 0

.
04,, 1

.
40000 0

.
‘6888 1

.
‘0,, 0 19名名 2

.
‘吕777 0

.
‘3888 1

.
74222 0

.
34名名 1

.
, , 666

JJJJJ 35
.
‘OOO , 9

.
8999 22

.
3000 75

.
0222 63

.
0999 72

.
4000 56

.
2000 吕4

.
, OOO ‘

.
,888 7已

.
2000 96

.
3999 82

.
5777 28

.
5777 扭4

.
5,, 5吕

.
0000 ‘8

,

2 000 3 1

.

6 000 ,‘
.
0 111

PPPl王王 0 59000 0
.
8, OOO 0

.
34‘‘ 0

.
, 3习习 0

.
46555 0

.
, 0777 0

.
4, 222 0

.
舀6777 0

.
01777 0

.
80 111 0

.
48‘‘ 0 , 9000 0

.
0, 555 0

.
, l ,, 0

.
4 1111 0

.
69777 0 16000 0

.
, 2333

注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代在解落典里同图 1一

从表 5 中看出
,

东山岛常绿阔叶林群落中乔木物种丰富度均较低
,

仅刺接林 。
:
= 2

.
0 1 2

,

乔木层伴生有少数的鹅掌柴
、

朴树
、

醉稿树等阔叶树
,

其他群落乔木层树种较单纯
,

其 D ,

值均

小于 1
.

而灌木层物种丰, 度比针叶林各群落均高
,

相思树群落D 、
= 4

.

7 22

,

柠檬按群落 D :=

3
.
964

,

花竹(刀a o bu
:。

d ol f.c h
o , e r ) 群落 D := 3

.
234 ,

其他群落 D
:
值较低

。

从岛内常绿阔叶林

O :、

D

:

值肴
,

乔木层只有刺林林群落较高(D := 7
.
333) 其他偏低

,

而灌木层 D :、

D

:

值比较高
,

其中相思树林群落 D := 10
.
587

、

D
。
= 2

.

6 4 1
,

相思树+ 黑松群落 D := 11
.
036

、

D
:

= 2

.

5 8 8

,

柠橄

按群落 D := 14
.
129 、

D
:

= 2

.

0 8 6

,

花竹群落 D :二 9
.
0 7 9

、

D

:

二 1
.
994

,

均匀度和相遇 系数与物 种

多样性指数相对应
,

变化的趋势与物种多样性指数一致
。

农 5 常姆阅叶林群落中乔木和湘木植物物种多样性

T ab
.5 SPeeies diversity of tree and shrub in broadleaved forest eom m uni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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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66 0 624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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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2 0

.
43888 3

.
7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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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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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88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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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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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333 6

.
36 000 2

.
83 111 ,

.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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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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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5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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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111 1

.
4 2 999 0

.
6 9 111 2

.
6 4 111 1

.

加右右 2
.
58日日 0

.
7 7666 2

.
08 666 1

.
6 7666 1

.
70 666 1

.
04 111 1

.
9, 444

JJJJJ 11
.
2 555 8 9

.
7777 62

.
1222 57

.
4 ,, 62

.
8 888 8 3

.
1000 9 1 5444 8,

.
0000 4 8

.
2333 75

.
3 000 9 3

.
6 333 95

.
2 000 94

.
‘444 77

.
, 444

PPP l艺艺 0
.
0 6 111 0

.
8 3 111 0

.
54 222 0

.
50 333 0

.
5 1000 0

.
9 0555 Q

.
6 1999 0

.
90 999 0

.
4 3111 0

.
92 999 0 86 444 0

.
吕4 333 O

,

6 4 ,, 0
.
88 999

注
.A

、

B

、

C

、

D

、

E

、

F

、

G 代农醉落类口同困 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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