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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构建方法

的初步研究
!

%%%以四川省为例

邓!砚! 聂高众! 安基文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T$

摘!要! 借鉴新一代的时间管理理论///'时间管理优先矩阵(" 提出并分析了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

的概念% 分别以区域绝对和相对地震应急能力作为优先建设矩阵中'紧迫与否(和'重要与否(的定量化评价指

标" 构建了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 划分了能力建设的四种类型" 即需重点建设且紧迫性较强的区域

类型!第
%

类$& 需重点建设但紧迫性较弱的区域类型!第
&

类$& 次重要建设但具一定紧迫性的区域类型!第
'

类$和次重要建设且紧迫性较弱的区域类型!第
(

类$" 在区域能力建设过程中应当遵循从第
%

类到第
(

类建设

力度由重到轻& 时间由急到缓" 逐步开展的原则% 最后" 以四川省为例" 以县!市$为基本评价单元" 给出了四

川省未来地震应急能力建设的优先等级类型%

关键词! 地震应急能力# 优先建设矩阵# 构建方法# 四川

中图分类号! 2A%?9$T!!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B=%%@""$%"#$" B$%"& B$C

!!近年来随着我国地震紧急救援体系的建设和

深化" 全国各地都纷纷展开了地震应急能力建设

工作% 基层地震应急能力的建设需要国家& 省等

更高决策层面的指导和扶持" 但从我国目前的国

情来看" 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 有 A$$ 多个地区>

地市" " $$$ 多个县>县市#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实力& 防震减灾和地震应

急资源尚比较有限% 所以短期内不大可能" 也没

必要在全国所有地区都以大致同样的标准或水平

开展地震应急能力的建设% 那么究竟应该在哪些

地区进行重点准备和建设3 优先扶持哪些地区3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对他们当前的地震应急

能力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 进而有重点分梯队

地进行能力建设" 从而避免因过度防范准备而造

成的资源浪费或因准备不足而造成更大的地震

损失%

目前我国地震应急救援体系尚处于深化建设

的初始阶段" 许多指导地震应急救援体系发展的

基础科学理论问题尚未解决% 近十年来" 应急领

域的学者针对各类突发事件提出了一些应急能力

评价的方法)% B%%*

% 评估方法主要有适用于宏观区

域的比较法& 多指标综合法" 适用于中& 微观区

域的专家打分& 问卷调查& 层次分析法& 参照法&

多指标综合法等% 汶川 =9$ 级地震后" 笔者在汶川

地震灾区县!市$& 乡镇地震应急能力实地调研工

作的基础上" 对地震应急能力的评估也从绝对和

相对两个层面进行了初步研究)%" B%&*

% 如何将上述

这些应急能力评估的成果通过进一步系统综合"

得以提升" 使之能更好地为宏观管理层做出能力

建设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是当前急待研究

的地震应急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

综上所述" 本文借鉴新一代的时间管理理

论///'时间管理优先矩阵(" 提出了区域地震应

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概念" 并以绝对和相对地

震应急能力评估为基础" 提出了区域地震应急能

力优先建设矩阵的构建方法" 然后以四川省为例"

建立了四川省县!市$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

并对各区域类型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以期

能为高层决策面合理& 统筹配置应急建设资源提

供科学依据" 同时能为未来地震应急区划等项目

的开展做一定的基础方法和理论准备%

#"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构建

#&#"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概念框架

"$ 世纪末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史蒂芬0柯维

!1HI:MIG *</7QId$

)%?*提出了新一代!第四代$的时

间管理理论///'时间管理优先矩阵!2;N7;NHNVDHN7G

FDH;NX$(" 该理论已成为当前团体和个人时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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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主流理论" 该理论的目的是在时间资源有

限条件下" 最有效地运用时间" 降低变动性% 该

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把时间按事件的紧迫性和重要

性分为 ,J/̂ 四类" 形成时间管理优先矩阵

!图 %$% 其中+ 紧迫性是指必须立即处理的事情"

不能拖延# 而重要性则与目标是息息相关的" 有

利于实现目标的事务称为重要" 越有利于实现核

心目标" 就越重要% 在将事件进行分类后" 我们

要做的就是'要有正确的做事顺序" 即
!

第一优

先+ 做'重要且紧急(的事#

"

第二优先+ 做'重要

但不紧急(的事#

#

第三优先+ 做'不重要但紧急(

的事#

$

第四优先+ 做'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图 %!时间管理优先矩阵

在区域地震应急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同样需要

统筹安排" 有缓急& 有侧重地逐步开展" 因此能

力建设过程的本身也是一个以能力建设投入为核

心的时间管理问题" 因此本文提出了'区域地震应

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概念" 它是指在应急能力

建设所需的硬件资源!人力& 物力& 财力等$和软

件资源!防灾规划制定& 应急技术平台的建设& 应

急培训等$有限的客观条件下" 为了最有效地利用

和配置这些资源" 以达到整个区域应急能力建设

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 从时间上按应急能力建设

的紧急性和重要性分为
%

&

&

&

'

&

(

四类区域

类型% 其中+ 第
%

类为需重点建设且紧迫性较强

的区域# 第
&

类为需重点建设但紧迫性较弱的区

域# 第
'

类为次重要建设但具一定紧迫性的区域#

第
(

类为次重要建设且紧迫性较弱的区域!图 "$%

在建设资源的投入力度上应当遵循自第
%

类到第

(

类由先到后" 有重点的逐步开展%

图 "!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概念内涵

#&$"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构建方法

通过上述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

概念内涵分析"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去衡量

和评价区域地震应急能力建设的紧迫度和重要度"

即哪些地方是所在区域配置能力建设资源更加紧

迫的部位" 哪些地区是更加重要的部位% 这些评

价工作归根结底是要基于对区域地震应急能力的

评价结果" 鉴于这样的认识" 笔者在文献)%"*中

对县!市$地震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讨论"

并在文献)%A B%&*中对县!市$地震应急能力的内

涵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绝对和相对地震应急能力

的概念" 并对其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进行了初步

研究% 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可以

将绝对和相对两个层面的地震应急能力分别作为

'紧急与否(和'重要与否(的标准!以区域平均值

作为分界点$% 其中绝对地震应急能力是区域人

类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具备的一种减少地震灾害

损失& 减轻地震灾害不良影响的功能" 这种功能

是由对区域地震应急活动影响较大的自然& 经济

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 一个地区当

这种功能比较强时" 在应急能力的建设上就具备

了一定的'造血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自

身的调节和努力" 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 而当这

种功能比较弱的时候" 由于缺乏能力建设所需的

自身'造血功能(就必须要尽快为其提供一定的扶

助# 因此" 一个地区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高低"

能够刻画出这个地区能力建设的迫切程度" 可以

将其作为'紧迫度(的衡量标准% 而重要性是与目

标息息相关的" 这与笔者在文献)%&*中提出的

'相对地震应急能力(相对应" 它是相对于一个地

区未来地震灾害大小而言的地震应急能力" 当一

个地区相对于未来地震灾害而言地震应急能力比

较弱时" 这个地区应当成为本区域能力建设的重

点地区" 只有这样" 才能为本区域地震应急能力

建设带来最大的减灾效益和效率% 这样" 对应于

能力建设的紧急性和重要性划分的
%

&

&

&

'

&

(

等四类!图 A$" 可以通过绝对和相对应急能力

的组合类型进行定量评估" 即第
%

类对应于相对

和绝对地震应急能力均低于均值的区域类型& 第

!!

图 A!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示意图

!注+ QQ和 !Q分别表示绝对和相对地震应急能力" QQ和

!Q分别表示绝对和相对地震应急能力的区域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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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对应于相对应急能力低于但绝对应急能力高

于均值的区域类型& 第
'

类对应于绝对应急能力

低于但相对应急能力高于均值的区域类型和第
(

类对应于绝对和相对应急能力均高于均值的区域

类型%

$"以四川省为例+ 构建四川省地震应

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

!!依据上述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

构建方法" 以四川省为例" 以县!市$为基本单元"

!!

分别以县!市$绝对和相对地震应急能力来表征紧

迫度和重要度" 构建了四川省地震应急能力优先

建设矩阵" 给出了四川省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

的四种类型%

$&#"表征&紧迫度'的县"市#绝对地震应急能力

评估

!!在文献)%A*的基础上" 对四川省绝对地震应

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作了进一步的优化" 建立

了围绕 % 个目标层" 设定 A 个准则层& T 个指标

层" %T 个变量层的四川省县!市$绝对地震应急能

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

!!表 % 四川省县"市#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总体层$

准则层

!系统层$

指标层

!状态层$

指标的属性和参数

!变量层$

县市

绝对

地震

应急

能力

环境支撑能力
地形起伏 地形起伏度

居民点布局 居民点距离县驻地的平均路程

应急资源保障能力)%C*

应急人员

每万人拥有的医护人员数& 每万人拥有的消防人员数& 每

平方公里卫生防疫人员& 青壮年比例数& 民众灾时自救互

救和信息传播能力& 民众震后情绪控制能力

应急物资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 每万人拥

有的消防车数量

应急资金 人均财政收入& 居民人均收入& 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灾民安置场所 人均钢混结构房屋面积& 人均避难场所用地

交 通& 通 讯& 供

水& 供电& 供气等

生命线工程的灾害

应急能力

等级公路密度& 通讯工具的普及率

社会基础认知能力
总体知识水平 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灾害认知水平 民众应急知识技能系数

!!采用文献)%A*中多指标综合法和主成分分析

法" 利用了1"$$T 四川省县!区$统计年鉴2

)%#*和

1"$$$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

)%=*的数据" 建立了四

川省县!市$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综合评估模型"

并编制了相应的空间分布图!图 &$%

图 &!四川省县!市$绝对地震应急能力分布图

综合评估模型+ QQ

V

3

&

?

"3%

U

"

56

$

"V

" !%$

式中+ QQ

V

为第 V个县!市$的绝对地震应急能力#

6

$

"V

为第V个县!市$各原始指标经过标准差标准化和

指标同向化处理后所得的标准值# U

"

为第"个原始

指标的权重%

图 & 中" 四川省县!市$间在绝对应急能力建

设上水平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其中绝对地震应急

能力大于本省平均水平!$9A#$的县!市$有 C? 个"

见图中红色区域" 它们基本上位于四川盆地西部"

并形成了一个条带" 而这一条带也是四川省经济

最为发达的地区% 而以这个条带为中心" 周边县

!市$的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相对减弱了% 这种格局

的形成与位于红色区域的县!市$在应急资源储备&

地理条件和教育文化氛围等方面的所具备的优势

是相对应的%

$&$"表征&重要度'的县"市#相对地震应急能力评估

如前所述" 区域相对防震减灾能力是在绝对

地震应急能力的基础上" 相对于地震灾害损失大

小的能力" 其概念模型可表达为+ 区域相对防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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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能力 Z区域绝对防震减灾能力>地震灾害大

小" 综合评估模型可表述为+

综合评估模型+ !Q

V

3!

&

?

"3%

U

"

56

$

"V

$I@

V

!"$

式中+ !Q

V

为第V个县!市$的未来地震灾害损失大

小" .

V

& 6

$

"V

& U

"

的表述同式!%$%

从中国大陆地震灾害风险分布图)?*中提取了

四川省分县未来地震灾害损失值" 绘制了四川省

未来地震灾害损失分布图" 在假定四川省县!市$

的绝对地震应急能力格局在未来一段时间大体不

变的前提下" 完成了四川省相对地震应急能力分

布图!图 ?$%

图 ?!四川省县!市$相对地震应急能力分布图

图 ? 中" 四川省县!市$间在相对地震应急能

力建设水平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相对地震

应急能力小于本省平均水平!$9C$$的县!市$有 #"

!!

个" 见图中绿色区域" 它们基本上集中分布于四

川盆地" 这与图 & 中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分布形成

了相反的分布特征% 虽然这个区域很多县市在应

急资源储备& 地理条件和教育文化氛围等方面具

备一定的优势" 但由于可能遭受的地震灾害损失

大" 要应对高风险的灾害损失值" 因此成为了相

对地震应急能力的薄弱地区" 应是有限的应急资

源配置的重点地区%

$&%"四川省县"市#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及

其结果分析

!!在绝对和相对地震应急能力评估的基础上"

构建了四川省县!市$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

将能力建设划分为四类!图 C& 表 "$" 各类的主要

特征分析如下%

图 C!四川省各县!市$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

!!表 " 四川省地震应急能力建设不同优先等级分类表

优先等级 县市名称

第
%

类+ 需重点建

设且急迫性较强的

县市!?# 个$

沿滩区& 荣县& 富顺县& 纳溪区& 泸县& 合江县& 叙永县& 古蔺县& 中江县& 三台县& 盐亭县&

梓潼县& 北川羌族自治& 元坝区& 朝天区& 旺苍县& 剑阁县& 苍溪县& 蓬溪县& 大英县& 东兴区&

威远县& 资中县& 隆昌县& 金口河区& 犍为县& 井研县& 沐川县& 峨边彝族自治& 马边彝族自治&

南部县& 西充县& 阆中市& 宜宾县& 江安县& 长宁县& 高县& 珙县& 筠连县& 兴文县& 屏山县&

荥经县& 汉源县& 天全县& 芦山县& 安岳县& 乐至县& 简阳市& 汶川县& 理县& 茂县& 会理县&

会东县& 金阳县& 甘洛县& 美姑县& 雷波县

第
&

类+ 需重点建

设但急迫性较弱的

县市!?A 个$

锦江区& 青羊区& 金牛区& 武侯区& 成华区& 龙泉驿区& 青白江区& 新都区& 温江区& 金堂县&

双流县& 郫县& 大邑县& 蒲江县& 新津县& 都江堰市& 彭州市& 邛崃市& 崇州市& 自流井区& 贡

井区& 大安区& 江阳区& 龙马潭区& 旌阳区& 罗江县& 广汉市& 什邡市& 绵竹市& 涪城区& 游仙

区& 安县& 江油市& 船山区& 安居区& 射洪县& 内江市中区& 乐山市中区& 沙湾区& 五通桥区&

夹江县& 峨眉山市& 东坡区& 仁寿县& 彭山县& 洪雅县& 丹棱县& 青神县& 翠屏区& 南溪县& 雨

城区& 名山县& 雁江区

第
'

类+ 次重点建

设但具一定急迫性

的县市!?T 个$

米易县& 盐边县& 平武县& 青川县& 高坪区& 嘉陵区& 营山县& 蓬安县& 仪陇县& 广安区& 岳池

县& 邻水县& 达县& 宣汉县& 开江县& 大竹县& 渠县& 万源市& 石棉县& 宝兴县& 巴州区& 通江

县& 南江县& 平昌县& 松潘县& 金川县& 小金县& 黑水县& 壤塘县& 阿坝县& 若尔盖县& 红原县&

泸定县& 丹巴县& 九龙县& 雅江县& 道孚县& 炉霍县& 甘孜县& 新龙县& 德格县& 白玉县& 石渠

县& 色达县& 理塘县& 巴塘县& 乡城县& 稻城县& 得荣县& 木里藏族自治& 盐源县& 德昌县& 宁

南县& 普格县& 布拖县& 昭觉县& 喜德县& 冕宁县& 越西县

第
(

类+ 次重点建

设且急迫性较弱的

县市!%" 个$

攀枝花东区& 攀枝花西区& 仁和区& 市中区& 顺庆区& 武胜县& 华蓥市& 通川区& 九寨沟县& 马

尔康县& 康定县& 西昌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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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类+ 需重点建设且急迫性较强的县市%

在可能遭受的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的基础之上"

相对地震应急能力较低的地区应当是政府进行应

急资源配置的重点地区" 而在这些地区当中有一

部分是当前绝对地震应急能力较低的地区% 这些

县市由于基础弱& 底子薄" 自身缺乏'造血功能("

急待更高决策层面加强建设全面投入& 实施优惠

政策引导等" 因此这些县市是应急能力建设工作

中最紧迫的地区%

第
&

类+ 需重点建设但急迫性较弱的县市%

在相对地震应急能力低的县市中有一部分是

当前绝对应急能力较高的地区% 这些县市由于在

救援环境& 应急物资条件以及应急管理等方面已

具备一定的条件" 具有一定的'造血功能(" 主要

是要针对其薄弱环节进行指导和扶持" 它们是应

急能力建设的第二批次%

第
'

类+ 次重点建设但具一定急迫性的县市%

在可能遭受的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的基础之上"

相对地震应急能力较高的地区在重要性和紧迫性

上较之前两类" 在人力& 物力& 财力有限的客观

条件下" 更高决策层面的扶助力度也应有所减弱%

而对于其中一部分当前绝对地震应急能力较低的

县市" 主要是在发展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注意应急

管理工作的引导" 边发展边建设" 它们是应急能

力建设的第三批次%

第
(

类+ 次重点建设且急迫性较弱的县市%

这类地区相对地震应急能力较高" 且绝对地

震应急能力也较高" 对于这类县市主要是从管理

层面继续加强引导" 充分发挥本地区人& 力& 物

的优势" 将能力建设进一步深化下去%

各类县市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四川省经济

比较发达的成都& 德阳& 绵阳一带基本属于第
&

类地区" 第
%

类地区在第
&

类地区的外围成环状"

其他地区多为第
'

类地区" 第
(

类地区很少且分

散!图 #$% 第
%

&

&

类地区基本是 "$$= 年汶川 =9$

级地震中重灾和极重灾区县!市$的集中分布区"

这也表明这些县市应当是四川省未来地震应急能

力建设的重点地区%

%"结论与讨论

!%$借鉴新一代的时间管理理论///'时间管

理优先矩阵(" 提出并分析了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

先建设矩阵的概念" 它是指在应急能力建设所需

的硬件资源!人力& 物力& 财力等$和软件资源!防

灾规划制定& 应急技术平台的建设& 应急培训等$

有限的客观条件下" 为了最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这

些资源" 以达到整个区域应急能力建设效益和效

图 #!四川省县市地震应急能力建设优先等级类型图

率的最大化" 把时间按应急能力建设的紧急性和

重要性分为
%

&

&

&

'

&

(

四类% 其中+ 第
%

类

为需重点建设且紧迫性较强的区域# 第
&

类为需

重点建设但紧迫性较弱的区域# 第
'

类为次重要

建设但具一定紧迫性的区域# 第
(

类为次重要建

设且紧迫性较弱的区域% 在区域能力建设过程中

应当遵循从第
%

类到第
(

类在建设力度上由重到

轻& 时间上由急到缓" 逐步开展的原则%

!"$基于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和相对地震应

急能力初步构建了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

阵" 其中前者表征了区域能力建设的紧迫程度"

后者则表示了区域能力建设的重要程度" 由此可

以构成四类能力建设类型" 即需重点建设且紧迫

性较强的区域类型!第
%

类" 相对和绝对地震应急

能力均低于区域均值$& 需重点建设但紧迫性较弱

的区域类型!第
&

类" 相对应急能力低于但绝对应

急能力高于区域均值$& 次重要建设但具一定紧迫

性的区域类型!第
'

类" 绝对应急能力低于但相对

应急能力高于区域均值$和次重要建设且紧迫性较

弱的区域类型!第
(

类" 绝对和相对应急能力均高

于区域均值$%

!A$以四川省为例" 以县市为基本评价单元"

构建了四川省能力建设优先矩阵" 给出了四川省

未来地震应急能力建设的四大县市类型%

!&$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的构建能

为国家& 省等宏观层面的管理者在地震应急能力

建设资源的重点投入和合理配置等决策方面提供

一种定量化的& 比较客观的评价手段和科学依据%

但由于应急能力评估的研究还尚未成熟" 因此矩

阵的构建还需要不断地修正%

参考文献!

)%*!牛冲槐" 任朝江" 白建新" 等<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政府应急

能力的测定)'*<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A"

"%!&$+ "% B"?<

)"*!邓云峰" 郑双忠" 刘功智" 等<城市应急能力评估体系研究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 %!C$+ AA BA#<

="%



!" 期 邓砚" 等+ 区域地震应急能力优先建设矩阵构建方法的初步研究

)A*!徐静珍" 郝春新<城市居民灾害应急反应能力的研究)'*<

城市与减灾" "$$A!?$+ %= B"$<

)&*!苏桂武" 马宗晋" 王若嘉" 等<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认知与响

应地震灾害的特点及其减灾宣教意义///以四川省德阳市为

例)'*<地震地质" "$$=" A$!&$+ =## B=T&<

)?*!高庆华" 张业成& 刘惠敏" 等<中国防震应急分区对策研究

)F*<北京+ 气象出版社" "$$T+ #T<

)C*!高庆华" 张业成" 刘惠敏" 等<中国区域减灾基础能力初步

研究)F*<北京+ 气象出版社" "$$C+ ?"<

)#*!聂高众" 高建国<中国未来 %$ B%? 年地震灾害的风险评估

)'*<自然灾害学报" "$$"" %%!%$+ C= B#A<

)=*!苏桂武" 邓砚" 聂高众<中国地震应急宏观分区的初步研究

)'*<地震地质" "$$?" "#!A$+ A=" BAT?<

)T*!王静爱" 施之海" 刘珍" 等<中国自然灾害灾后响应能力评

价与地域差异)'*<自然灾害学报" "$$C" %?!C$+ "A B"#<

)%$*!张勤" 高亦飞" 高娜" 等<城镇社区地震应急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灾害学" "$$T" "&!A$+ %AA B%AC<

)%%*!邓砚" 苏桂武" 聂高众<中国地震应急地区系数的初步研

究)'*<灾害学" "$$=" "A!%$+ %&$ B%&&<

)%"*!邓砚" 聂高众" 苏桂武<县!市$地震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灾害学" "$%$" "?!A$+ %"? B%"T<

)%A*!邓砚" 聂高众" 苏桂武<县!市$绝对地震应急能力评估方

法的初步研究)'*<地震地质" "$%%" AA!%$+ A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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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HI;GDHN7GD8/7G Ì;IGLI7G 1IL_;NHd1LNIGLIDGR

0ILMG787Sd</M7GSgNGS+ aUUU" "$%%<

)%?*!史蒂芬0柯维" 罗杰0梅里尔" 丽贝卡0梅里尔<要事第

一)F*<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

)%C*!张永领<突发事件应急资源的需求结构研究)'*<灾害学"

"$%$" "?!&$+ %"# B%A"<

)%#*!四川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队<四川省县!区$统

计年鉴 "$$T)F*<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T<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

司<"$$$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F*<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 "$$A<

6*1/89597+13 20=<3 :7*19:1909̀+09:7Q+019I :;0)/P:7401=D09:7:;

C/>9:7+8H+10)V=+@/H5/1>/7D3 C/4B:74/6L98903

///6P+4/20=<3 :;29D)=+7*1:G9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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