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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文献收录了中国苔藓植物共计
!"#

科
"$!

属
%#&!

种!每一

种的内容包括中文名"拉丁学名"原基异名及其他异名"生境"国内分布#以

省级行政单位描述$和国外分布!另外部分种类列出了模式信息!物种模

式产地为中国的%其名称无论是接受名还是异名均列出了模式信息!

本书可作为苔藓植物分类学"系统学和多样性研究的基础资料%也可作

为环境保护"林业"医学以及高等院校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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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管理和监测等许多工作都需要翔实的物种名录作为基础!建立可靠的生

物物种名录也是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建设的首要工作!通过物种唯一的有效学名可查询关联到国内外

相关数据库中该物种的所有资料%这一点在网络时代尤为重要%也是整合生物多样性信息最容易实

现的一种方式!此外%*物种数目+也是一个国家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的重要统计指标!然而%像中

国这样生物种类非常丰富的国家%各生物类群研究基础不同%物种信息散见于不同的志书或不同时

期的刊物中%分类系统及物种学名也在不断被修订!因此%建立实时更新"资料翔实%且经过专家审

订的全国性生物物种名录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的发展推动了生物物种名录编研工作!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有(全球鱼类数

据库 #

X<:6)L:=

$"国际豆科数据库 #

'VY'(

$"全球生物物种名录 #

4?V

$"全球植物名录 #

F5V

$和

全球生物名称 #

U*H

$等,最有影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 #

U)'X

$也专门设立子项目处理生

物物种名称 #

G4HF

$!生物物种名录的核心是明确某个区域或某个类群的物种数量%处理分类学名

称%理清生物分类学上有效发表的拉丁学名的性质%即是接受名还是异名%以及其演变过程,好的

生物物种名录是生物分类学研究进展的重要标志%是各种志书编研必需的基础性工作!

自
#$$,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组织国内外
%$$

多位分类学专家编辑中国生物物

种名录,并于
#$$-

年
1

月正式发布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光盘版和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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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每年更新一次,

#$%#

年版名录已于同年
+

月面世%内容包括了
,$0+/

个

物种 #含种下等级$!该名录的发布受到广泛使用和好评%成为环境保护部物种普查和农业部作物野

生近缘种普查的核心名录库%并为环境保护部中国年度环境状况公报中物种数量的数据源%使我国

成为全球首个按年度连续发布全国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

电子版名录发布以后%有大量的读者来信索取光盘或从网站上下载名录数据%获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有很多读者和编者建议出版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印刷版$%以方便读者%扩大名录的影

响!为此%在
#$%%

年
&

月
&%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换届大会上%正式征求了委员们的意

见%与会者建议尽快编辑出版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印刷版$!该项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

与生物技术局的大力支持%并设立专门项目支持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编研%项目已于
#$%&

年正

式启动!

组织编研出版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印刷版$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

及时反映和推动中国

生物分类学工作!*三志+是本项工作的重要基础!从目前情况看%植物方面的基础相对较好%

#$$1

年
%$

月%-中国植物志.

-$

卷
%#/

册全部正式出版%

!"#$%#

&

'()*%

的编研也已完成,动物方面的基

础相对薄弱%-中国动物志.虽然已经出版
%&$

余卷%但仍有很多类群没有出版,-中国孢子植物志.

已经出版
-$

余卷%很多类群仍有待编研%且微生物名录数字化基础比较薄弱%在
#$%#

年版 -中国生

物物种名录.#光盘版$中仅收录
+$$

多种%而植物有
&0$$$

多种%动物有
#1$$$

多种!需要及时总

结分类学研究成果%把新种和新的修订%包括分类系统修订的信息及时整合到生物物种名录中%以

克服志书编写出版周期长的不足%让各个领域的读者和用户能及时了解和使用新的分类学成果!

$

生物物种名称的审订和处理是志书编写的基础性工作%名录的编研出版可以推动志书的编研,相

关学科%如生物地理学"保护生物学"生态学等的研究工作也需要及时更新生物物种名录!

'

政府

部门和社会团体等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实践中%希望及时得到中国物种多样性的统计

信息!

(

全球生物物种名录等国际项目需要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等区域性名录信息不断更新完善%因

/

)

/



此%我们的工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编目与保护工作的进展!

编研出版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印刷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不追求短期内涉及所有类

群%也是难度很大的!衷心感谢各位参编人员的严谨奉献精神%感谢几位副主编和工作组的把关和

协调%特别感谢不幸逝世的副主编刘瑞玉院士的积极支持!科学出版社慷慨资助出版经费%保证了

本系列丛书的顺利出版!在此%对所有为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编研出版付出艰辛努力的同仁表示

诚挚的谢意!

虽然我们在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网络版和光盘版$的基础上%组织了有关专家重新审订和编

写名录的印刷版%但限于资料和编研队伍等多方面因素%肯定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各位

同行和专家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不断更新完善!

陈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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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辽阔%跨越寒带"温带和热带%地形复杂%山脉走向纵横%海拔高差巨大%如我国最低

海拔约为
2%01@

%最高海拔约为
--1-@

%尤其是青藏高原素有 *世界第三极+之称!这些地带"地

势和海拔高差使中国拥有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根据 -中国植物志.的统计%我国有维管植物
&$%

科

&1$-

属
&%%1#

种!我国的苔藓植物也同样丰富%根据
5<<

88

?

#

%++$

$和
B=OM=LJ>

等 #

%++/

$的统计%

我国的苔藓植物有
&&1$

余种%其中苔类和角苔类植物
0#

科
%1,

属
--1

种%藓类植物
/0

科
1%&

属

#10,

种!自
#$

世纪
+$

年代后%-中国苔藓志.正式启动并陆续出版%到目前为止计划
%#

卷中已经

出版了
%$

卷!此外%-中国藓类志.英文版
-

卷已经全部出版%还有一些重要的地区性苔藓植物研究

成果也不断问世%如 -内蒙古苔藓植物志."-横断山区苔藓志."-云南植物志.#第
%,

"第
%-

"第
%+

卷$"-贺兰山苔藓植物.及 -黔渝湘鄂交界地区苔藓植物物种多样性研究.等!除此之外%一些专科

专属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对中国细鳞苔科"羽苔科"叶苔科"木灵藓科"缩叶藓科等的研

究%以上这些研究使我们对中国苔藓植物多样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本书意在以 -中国苔藓志."-中国藓类志.英文版和一些专著性研究为主要参考%在收集其他

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出目前中国苔藓植物的种类和分布%作为中国苔藓植物多样性研究的参

考资料!

在此之前%我国苔藓植物的专著%如 -中国苔藓志.等一直采用陈邦杰先生主编的 -中国苔藓

植物属志.#上"下册$中的系统!然而%随着苔藓植物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最近
#$

年分

子系统学方法在苔藓植物分类中的应用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改变了一些分类群的系统位置并得到

国际公认%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分类学名称的变更%因此%继续使用原来的系统已经无法体现和适应

当今苔藓植物系统分类学的发展!本书所使用的系统采用了
#$$+

年出版%由
XJ=

N

主编的
+

,

""%-./

#

&

0"%*1!%2)")3/

#

5LJ7&)J

N

?

8

6

N

7=:L>O:==OT=::ZL:;ITLJ5TL>7:

$!科按上述系统排列%属和种则

按字母排序%以方便读者使用!

为了方便读者使用%每个种下列出尽可能多的异名%因此%凡在有关中国苔藓植物报道中出现

过的异名全部被收录!生境和分布地点到省级%并列出了该种在世界上的分布!省级地点按地区排

序%如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等!世界分布则按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

洲和南极洲的顺序排列!

本书的种类及其分布以
#$%%

年
%#

月底之前正式发表的文献为依据!我们收录种类的原则是所发

表文献有标本引证或文献支撑%仅有物种名称的文献没有收录于本书中!为了控制篇幅%藓类植物

以 -中国苔藓志.第
%

+

第
-

卷中文版"英文版为基本资料%其中已收录种类的国内分布和全世界分

布不再列出文献%没有收录的种类则列出文献%或者分布上漏掉的国内或国际分布也列出文献!苔

类和角苔类植物则以 -东北苔类植物志."-西藏植物志."-横断山区苔藓志."-云南植物志.第
%,

卷"-中国苔藓志.第
+

+

第
%$

卷"

4

5

)

5

(

,

""#./6)73$8#$1/#

&

'()*%

等为基本资料%其中已收录种

类的国内分布和全世界分布不再列出文献%没有收录的种类则列出文献%或者分布上漏掉的国内或

国际分布也列出文献!

本次编研后确认%中国藓类植物有
-/

科
1&%

属
%+10

种,苔类植物有
/$

科
%0#

属
%$0$

种,角苔

类植物有
1

科
-

属
#/

种%总计中国苔藓植物有
%0$

科
0+%

属
&$#%

种!

为了规范中文名称%如果属的模式种在中国有分布则与属的中文名称一致%因此%本书以此为

依据调整了少数以前使用的中文名称!中国苔藓植物的系统排列已在本书的编排中体现%读者可查

/

,

/



阅目录了解排序!

本书是在物种
#$$$

中国节点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而形成的!在编写过程中也得到科

技部自然科技资源平台项目(*植物标本的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享平台建设+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资助!在本书编研过程中%上海师范大学的曹同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幼芳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的赵建成教授%深圳仙湖植物园的张力研究员%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吴鹏程研究员%汪楣芝高级实验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于宁宁"王庆华"

何强"李殊静和赵芳芳协助整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中国苔藓植物种类丰富%有关的文献资料量大而零散%加之作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和

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著者

#$%&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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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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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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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藓纲
H>OJ=L=?

8

:<OLK"E"(;6L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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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藓目
H>OJ=L=L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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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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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台藓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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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台藓目
D=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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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台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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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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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齿藓纲
F=7J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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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U?MM<>=7\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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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齿藓目
F=7JL

8

6<O<LT=:S"XT=<:;6" %+

!!!!!

四齿藓科
F=7JL

8

6<O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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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藓纲
5?T

N

7J<;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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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藓目
5?T

N

7J<;6LT=:S"XT=<:;6" #$

!!!!!!

金发藓科
5?T

N

7J<;6L;=L=(;69̂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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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藓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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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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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杆藓目
)I_̀LI@<LT=:S"XT=<:;6" #-

!!!!!

烟杆藓科
)I_̀LI@<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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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颈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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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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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颈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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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姿藓目
F<@@<LT=: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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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姿藓科
F<@@<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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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藓目
G>;LT

N8

7LT=:Y<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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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藓科
G>;LT

N8

7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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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藓目
XI>LJ<LT=:S"XT=<:;6" &#

!!!!!!!

葫芦藓科
XI>LJ<L;=L=(;69̂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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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藓目
(;?IT=J<LT=:U?MM<>=7\ ]"B")I;[.S?>?

Q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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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衣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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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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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藓科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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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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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萼藓目
UJ<@@<LT=:S"XT=<:;6" &/

!!!!!!

细叶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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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J<L;=L=(;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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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叶藓科
57

N

;6?@<7J<L;=L=(;6<@

8

" &/

!!!!!!!

紫萼藓科
UJ<@@<L;=L=HJ>" &-

!!!!!!!!!

无轴藓目
HJ;6<O<LT=:V<@

8

J" 1/

!!!!!!!!

无轴藓科
HJ;6<O<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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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尾藓目
Y<;JL>LT=:E"56<T<̀"=_S"XT=<:;6" 1,

!

牛毛藓科
Y<7J<;6L;=L=V<@

8

J" 1,

!!!!!!!!!

小烛藓科
)JI;6<L;=L=(;6<@

8

"4?J?TT")J

N

?T"GI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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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氏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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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7J?=@<L;=L=Y=*?7"H77<B=LT=W><"U=>?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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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曲尾藓科
Y<;JL>=TTL;=L=S"(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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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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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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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背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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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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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藓科
B6L;6<76=;<L;=L=E"B?̀" /%

!!!!!!!

树生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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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L;=L=)J?76" /#

!!!!!!!!!

曲尾藓科
Y<;JL>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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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藓科
V=I;?̀J

N

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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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叶藓科
4LT

N

@

8

=JL;=L=b<>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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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藓科
X<::<O=>7L;=L=(;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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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藓科
(;6<:7?:7=

Q

L;=L=(;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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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藓目
5?77<LT=:S"XT=<:;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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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藓科
5?77<L;=L=(;6<@

8

" -,

!!!!!!!!!!

夭命藓科
G

8

6=@=JL;=L=(;6<@

8

" %%0

!!!!!!!

虎尾藓目
E=O9<

Q

<LT=:D;6

N

JL %%/

!!!!!!!

虎尾藓科
E=O9<

Q

<L;=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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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枝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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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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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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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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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藓目
)LJ7JL@<LT=:Y"3IL>O7

%

*"G")=TT\S"(7=;6

%%,

!!!!!!!!!!!!!!!!!!!

珠藓科
)LJ7JL@<L;=L=(;69̂

Q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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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藓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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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6>LT=:D;6

N

JL %##

!!!!!!!!!

壶藓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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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6>L;=L=UJ=a"\HJ>" %##

!!!!!!

寒藓科
S==:=L;=L=(;6<@

8

" %#1

!!!!!!!!!

真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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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T=:V<@

8

J" %#0

!!!!!!!!!!

真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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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L=(;69̂

Q

J" %#0

!!!!!!!!!

提灯藓科
S><L;=L=(;69̂

Q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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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灵藓目
DJ76?7J<;6LT=:Y<_?> %1,

!!!!!!!

木灵藓科
DJ76?7J<;6L;=L=H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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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齿藓目
DJ76?O?>7<LT=:*"G")=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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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Y"3IL>O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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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齿藓科
DJ76?O?>7<L;=L=U?MM<>=7)J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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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蒴藓目
HITL;?@><LT=:*"G")=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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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Y"3IL>O7 %0/

!!!!!!!!!!

皱蒴藓科
HITL;?@><L;=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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桧藓目
B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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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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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桧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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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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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灰藓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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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柏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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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L=b<>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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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灰藓科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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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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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藓目
E??[=J<LT=:S"XT=<:;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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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藓科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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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黄藓科
YLT7?><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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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藓科
E??[=J<L;=L=(;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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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藓科
V=I;?@<L;=L=)J?76" %/,

!!!!!!!!!

毛枝藓科
5<T?7J<;6L;=L=b<>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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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藓目
E

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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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柄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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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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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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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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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叶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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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L>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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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米藓科
XL̀J?><L;=L=(;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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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苞藓科
5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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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JL;=L=(;6<@

8

" %,,

!!!!!!

柔齿藓科
EL̀J?O?>7L;=L=(;6<@

8

" %,,

!!!!!!

万年藓科
4T<@L;<L;=L=b<>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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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藓科
H@̀T

N

: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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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原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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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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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薄罗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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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

异枝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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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88

T"#

$(

#$#

!!!!!!!!!!!!!

异齿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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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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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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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藓科
S=7=?J<L;=L=b<>Ò" #%,

!!!!!!!!!

灰藓科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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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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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I:;"GI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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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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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藓科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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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枝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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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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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藓科
G>7?O?>7L;=L=b<>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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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果藓科
(

N

@

8

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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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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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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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7J<;6<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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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L7?aLHJ;7?L%%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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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藓科
57=J?̀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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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藓科
*=;[=JL;=L=(;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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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叶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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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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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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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舌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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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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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类植物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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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类植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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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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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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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氏苔目
FJ=Ì<LT=:(;6T

R

L[?a #+0

!!!!!!!

陶氏苔科
FJ=Ì<L;=L=Z=JO" #+0

!!!!!!!!!

裸蒴苔纲
E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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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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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蒴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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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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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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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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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苞苔纲
)T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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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

壶苞苔目
)TL:<LT=:(7?7T=J\4JL>O".(7?7T" #+/

!!

壶苞苔科
)TL:<L;=L=E"bT<>

QQ

J" #+/

!!!!!!!

地钱纲
SLJ;6L>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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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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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6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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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苔目
VI>ITLJ<LT=:Y"U"V?>

Q

#+/

!!!!!

半月苔科
VI>ITLJ<L;=L=E"bT<>

QQ

J" #+/

!!!!!!

地钱目
SLJ;6L>7<LT=:V<@

8

J"<>4?6> #+/

!!!!

疣冠苔科
H

N

7?><L;=L=4La=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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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氏苔科
]<=:>=J=TTL;=L='>?I= #++

!!!!!!!!

蛇苔科
4?>?;=

8

6LTL;=L=b"ShTT=J=_UJ?TT= #++

!!!

地钱科
SLJ;6L>7<L;=L=V<>OT" &$$

!!!!!!!!

毛地钱科
YI@?J7<=JL;=L=Y"U"V?>

Q

GO<>̀IJ

Q

6K")?7"

&$%

!!!!!!!!!!!!!!!!!!!

单月苔科
S?>?:?T=><L;=L=G"E"]<T:?> &$%

!!!!

星孔苔科
4TLa=L;=L=4La=J: &$#

!!!!!!!!!

短托苔科
G_?J@?76=;L;=L=UJ?TT= &$#

!!!!!!!

光苔科
4

N

L76?O<L;=L=

#

UJ?TT=

$

(7?7T=J\4JL>O".(7?7T"

&$&

!!!!!!!!!!!!!!!!!!!

花地钱科
4?J:<><L;=L=G>

Q

T" &$&

!!!!!!!!!

皮叶苔科
FLJ

Q

<?><L;=L=YI@?J7" &$&

!!!!!!!

钱苔目
B<;;<LT=:(;6T

R

L[?a &$1

!!!!!!!!!

钱苔科
B<;;<L;=L=B;6̀" &$1

!!!!!!!!!!

小叶苔纲
X?::?@̀J?><?

8

:<OL]"XJ=

N

\E<T

Q

=J &$0

!

小叶苔目
X?::?@̀J?><LT=:(;6T

R

L[?a &$0

!!!!!

小叶苔科
X?::?@̀J?><L;=L=ELc:T" &$0

!!!!!!

苞叶苔科
HTT<:?><L;=L=

#

B"S"(;6I:7"=_UJ?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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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L[?a &$/

!!!!!!!!!!!!!!!

南溪苔科 #牧野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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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叶苔纲
5LTTLa<;<><?

8

:<OL]"XJ=

N

\ S"(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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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叶苔目
5LTTLa<;<><LT=:]"XJ=

N

\ S"(7=;6

&$/

!!!!!!!!!!!!!!!!!!!

莫氏苔科
S?=J;[<L;=L=(7?7T=J\4JL>O".(7?7T" &$/

!

带叶苔科
5LTTLa<;<><L;=L=S<

Q

" &$,

!!!!!!!!

溪苔纲
5=TT<?

8

:<OL]"XJ=

N

\ S"(7=;6 &$,

!!!!!

溪苔目
5=TT<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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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

KI:Ti>

%

H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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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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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溪苔科
5=TT<L;=L=E"bT<>

QQ

J" &$,

!!!!!!!!

叶苔纲
KI>

Q

=J@L>><?

8

:<OL(7?7T=J\4JL>O".(7?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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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舌苔目 #新拟$

5=J::?><=TTLT=:(;6T

R

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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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舌苔科
(;6<:7?;6<TL;=L=E")I;6" &$-

!!!!!!

叶苔目
KI>

Q

=J@L>><LT=:E"bT<>

QQ

J" &$+

!!!!!

小袋苔科
)LTL>7<?

8

:L;=L=E")I;6 &$+

!!!!!!!

叶苔科
KI>

Q

=J@L>><L;=L=B;6̀" &$+

!!!!!!!

小萼苔科
S

N

T<L;=L=

#

UJ?TT=

$

(;6T

R

L[?a &%-

!!!!!

全萼苔科
U

N

@>?@<7J<L;=L=E"bT<>

QQ

J" &%-

!!!!!

顶苞苔科
H;J?̀?T̀L;=L=G"H"E?O

Q

:" &#$

!!!!!

护蒴苔科
4LT

N8

?

Q

=<L;=L=HJ>=TT &#$

!!!!!!!

兔耳苔科
H>76=T<L;=L=B"S"(;6I:7" &##

!!!!!

地萼苔科
U=?;LT

N

;L;=L=E"bT<>

QQ

J" &##

!!!!!!

圆叶苔目
KL@=:?><=TTLT=:]"XJ=

N

\S"(7=;6 &#&

!!

圆叶苔科
KL@=:?><=TTL;=L=E=.*

NQ

Ji>

%

KITi>

%

H6?>=>

%

UT=>>

N

\5<<

88

?4TLO<:7<;: &#&

!!!!!!!!

隐蒴苔科
HO=TL>76L;=L=UJ?TT= &#1

!!!!!!!!

裂叶苔目
V?

8

6?c<LT=:(;6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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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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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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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大萼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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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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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克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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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叶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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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囊苔科
Y=TLaL

N

=TTL;=L=B"S"(;6I:7" &1$

!!!!!

绒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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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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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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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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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叶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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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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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叶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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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绒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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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萼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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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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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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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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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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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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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叶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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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ITL;=L=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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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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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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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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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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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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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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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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