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重点课题总结·

我国人群脑卒中发病率、死亡率的流行病学研究

项目名称：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病人群监测研究

项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多国心血管病发病率、死亡率及决定因素趋势的研究（!"#$%& 方案）；

国家“七五”医学科技攻关项目

项目负责人：吴兆苏、姚崇华、赵冬（’((()* 北京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起止时间：’*+, 年至今（国家“七五”医学科技资助项目时间为 ’*+- . ’**( 年）

项目获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脑卒中是多种脑血管疾病的严重表现形式，具有极高的

致残率和较高的致死率，是当今世界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最

主要疾病之一。近二十年来，我国在脑卒中的流行病学和预

防控制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以其中的一些主要研究结

果为基础，试图对脑卒中在中国人群中的危害程度、流行病

学分布特征做一简要陈述。

’/脑卒中在中国人群死亡中的死因顺位及构成比：根据

近几年卫生部对全国 0- 个城市 *( 个县的死亡监测资料，脑

卒中一直是中国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表 ’ 列出 )((( 年

和 )((’ 年按城市农村和不同性别分组的前 , 位死因及各自

在总死亡中的构成比，这些数据显示，脑卒中在城市男女人

群的死亡顺位中列第一或第二位，在农村男女人群的死亡顺

位中列第二或第三位，)((’ 年脑卒中在总死亡中所占比例，

城市为)(/,1，农村为 ’*1。

表 ’ 卫生部全国死亡监测人群 )((( 年和 )((’ 年的

前 , 位死因顺位及在总死亡中的构成比（1）

疾病名称
城 市

男性 女性

农 村

男性 女性

)((( 年

肿瘤 )2 /)（’） )(/+（)） )( /+（)） ’3/’（0）

脑血管病 )( /+（)） )’/*（’） ’+ /-（0） ’+/*（)）

心脏病 ’- /3（0） ’*/0（0） ’( /+（,） ’0/,（,）

呼吸系统疾病 ’) /+（,） ’0/*（,） )’ /3（’） )3/)（’）

)((’ 年

肿瘤 )2 /-（’） )’/3（’） )( /-（)） ’,/-（,）

脑血管病 )( /(（)） )(/*（)） ’* /(（0） ’+/+（)）

心脏病 ’- /3（0） ’*/(（0） ’’ /+（,） ’,/+（0）

呼吸系统疾病 ’) /*（,） ’0/*（,） )( /-（’） ),/+（’）

注：括号内数据为排列位数

)/脑卒中的发病率、死亡率及流行病学分布特征：迄今

为止，已经发表的在我国较大范围开展的脑卒中发病率和死

亡率的研究主要包括由北京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4安贞医院

主持的为期 ’( 年（’*+, . ’**0）的中国 !"#$%& 研究（但除北

京和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参加协作的省市是从 ’*+2 年才开

始有计算机数据）［)4-］和全军脑血管病流行病学协作组 ’*+2
年在全国 )* 个省市，约 3+( 万人群中开展的中国人群脑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的回顾性调查［2］。这两项调查方法的比较

列于表 )。虽然这两项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明显差别，但却

从不同角度为中国人群中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状况提

供了基础资料。

表 ) 中国 !"#$%& 研究和全军脑血管病流行病学

协作组研究的比较

研究内容 中国 !"#$%& 研究
全军脑血管病

流行病学协作组

研究方法 前瞻性，疾病登记 回顾性，专题调查

研究时间 ’*+2 . ’**0 年（北京人群
’*+, . )((’ 年）

’*+- 年

覆盖人群 中 国 ’- 省 市 平 均 约
0 0(( (((人群

中 国 )* 省 市 约
3 +(( (((人群

监测人群年龄 )3 . 2, 岁 全年龄组

城市农村人群比例 ,5’ 约 ’5)
脑卒中诊断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 !"#$%& 方

案诊断标准，包括 $%6 ,0(
. ,0-，脑卒中发病率按事
件计算（脑卒中急性期 )+
天后的再发脑卒中，计为
新的事件）

’*+- 年中国 第 二
届脑血管病会议
诊断标准，脑卒中
发病率按病例计
算

表 0 列出中国 !"#$%& 研究各协作省市 )3 . 2, 岁人群

’*+2 . ’**0 年（个别省市的资料为’*+2 . ’**’ 年）急性脑卒中

事件平均年龄标化发病率、平均年龄标化死亡率和平均年龄

标化病死率。这些数据显示：男性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普遍高于女性，平均比例为’/- 5 ’ 和’/3 5 ’；同时，急性脑卒中

事件的发病率、死亡率有明显的地理分布差异，黑龙江省监

测人群男女两性的急性脑卒中事件发病率均最高，分别为

-,- 7 ’( 万和 0-+ 7 ’( 万，而安徽省监测区的发病率最低，男女

分别为 -0 7 ’( 万和 ,3 7 ’( 万，两地区的发病率男性相差 ’(
倍，女性相差 + 倍。脑卒中发病率的地理分布差异有北方高

于南方的趋势，男女脑卒中发病率和各监测地区的地理纬度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3-和(/2’（! 8 (/(’）。

急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随年龄增加而明显

升高（表 ,），男女的发病率、死亡率均在,3 . 3, 岁年龄段时明

显增高，与每 ’( 岁的年龄组增加呈指数关系。

各监测区人群急性脑卒中事件的急性期（发病后 )+ 天

内）病死率也列于表 0，各地区的病死率存在较明显的差别，

这可能与各地区出血型脑卒中的比例（出血型的病死率高）、

医疗条 件、急 性 期 治 疗 水 平 及 存 活 病 人 是 否 有 漏 报 有 关

（!"#$%& 研究的死亡数据有疾病登记三级监测网和公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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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 "#$%&’ 研究 () * +, 岁人群 -./+ * -..! 年急性脑卒中事件平均年龄标化发病率和

平均年龄标化死亡率!

监测区
平均监测人群数

男性 女性

年龄标化发病率（ 0 -1 万）

男性 女性

年龄标化死亡率（ 0 -1 万）

男性 女性

年龄标化病死率（2）

男性 女性

黑龙江 (.! .(. (/, .)) 3,3 !3/ -(. /. (1 (,
吉林!! -.! ,!3 -+. -!) )1/ ()3 -1, 3/ (1 (3
广东!! !+ +/1 !( //1 !!1 -3+ ., ,, (/ (3
辽宁 (,/ -,1 (,! (!+ (+3 -!+ --! 3/ ,- ,.
北京 (!, ++3 (,- (,/ (+, -.3 .- +( !! !3
河南 3) 11) 3! ,1! (), -.- -,1 -1) )) ),
河北 31 3+! 3- ,-! (!3 -33 -1- /- ,! ,/
内蒙古!! // 3(. /3 +), (-+ -3. ++ )/ !) !,
山东!! )/ .(( )( !+, (-1 -!, 3) ). !- ,,
福建!! (. +1/ (/ .1) -+, +- --( ,! 3, 31
新疆!! -+ /./ -3 ,!+ -+, -./ ,- )- (! (3
上海 -(, 1-, -!! ).- -)1 --+ +( )! ,/ ,)
四川 3/ 1/. 3/ (!, -!! /1 +( ,3 ), )+
江西!! )/ 3-/ ), /)! -1( +, ,3 !( ,) ,!
江苏 --( +,. --, +/) .) )) )1 !! )( 31
安徽 !/ -1+ !3 /,! 3! ,) ,! !1 3/ 33
合计 - +!1 ,+! - 3.. 1,+ (+1 -3- /. 3- !! !/

! 年龄标化率为世界人口标化率；!! 被标记的协作地区仅有 -./+ * -./. 年（山东、福建、江西、河南和广东省）或 -./+ * -..- 年（内蒙

古）的资料

表 , 中国 "#$%&’ 研究人群急性脑卒中事件各年龄组

平均发病专率和平均死亡专率

年龄组
（岁）

发病率（ 0 -1 万）

男性 女性

死亡率（ 0 -1 万）

男性 女性

() * )43 ! 41 - 4+ - 4(
!) * !+43 (1 4- . 4( 3 41
,) * -/) 41 -!- 4- ,, 4( ,( 41
)) * 3,. 4+ !)/ 4/ -/( 4( --+ 4!
3) * +, - -)) 4) 3/3 4, ,+) 4( !-! 43

统两套收集渠道，不易有漏报），平均的急性期病死率男女

分别为 !!2和 !/2。

全军脑卒中流行病学协作研究是一个覆盖面广的专题

调查，不仅收集了脑卒中发病率、死亡率的数据，同时也收集

了脑卒中患病率的数据（表 )）。这项研究数据所显示的脑卒

中流行病学特征与中国 "#$%&’ 研究基本相同，该研究结果

也显示我国人群脑卒中发病率与地理纬度的相关，北方省市

的发病率普遍高于南方（表 3）。该项研究所提供的全国平均

的脑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低于中国 "#$%&’ 的研究

结果，可 能 主 要 因 为 计 算 率 时 所 用 的 分 母 为 全 人 群，而

"#$%&’ 研究为 () * +, 岁年龄组人群。

!4中国人群脑卒中的发病类型：脑卒中具有多种类型，

不同类型脑血管病的病因、预防、治疗和预后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分别了解不同类型脑卒中的发病率、死亡率和构成比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脑卒中的准确分型很大程度依赖于有效

的辅助检查手段，如 &5 或 "6%，而中国 "#$%&’ 研究是在

-./, * -..! 年，在研究期间获得的!/ ,+-例脑卒中病例中，在

&5 检查辅助下进行分型诊断的比例仅 ,.2，但做 &5 检查的

比例逐年增加，如 -./, 年北京市监测人群中仅,4,2的

表 ) 全国 (. 省市脑卒中年龄标化发病率和

年龄标化死亡率［+］

（全军脑血管病流行病学协作组研究资料）

协作
省市

年龄标化发病率!

（ 0 -1 万）
年龄标化死亡率!

（ 0 -1 万）
年龄标化患病率!

（7）

西 藏 ,)14, !+1 4- - 4.
吉 林 (!,4, -,) 41 3 43
黑龙江 (1(4+ --/ 4- ) 4,
辽 宁 -.-4! .3 4( , 4)
河 北 -.14- .1 43 ) 4)
上 海 -,,4/ -!/ 43 - 4+
湖 南 -,-4- /3 4( ( 4.
宁 夏 -!.4, .+ 4( ( 4.
湖 北 --.4. ++ 43 ( 4)
北 京 --34. /3 4/ , 4,
甘 肃 --34) +) 4( ( 4,
安 徽 --14/ /1 4+ - 4)
内蒙古 -1+43 ,, 4+ ! 4)
河 南 -1+43 3- 4/ ( 4/
天 津 -1)4( -1) 41 , 4)
山 东 -1)4- 3, 4- ( 4/
江 苏 -1)4- -1, 4- ( 4(
青 海 -1,4- /+ 4! ( 4-
陕 西 -114, .( 43 ( 43
福 建 ..4- /) 4, - 4,
新 疆 .+4- ). 43 ( 4)
江 西 .-4! 3! 4) - 4,
四 川 /)4! 3/ 4- - 4-
云 南 /!43 31 43 - 4,
贵 州 +)4) )+ 4! - 4!
山 西 +)4, )1 4. - 4/
广 西 +!4) )- 4/ - 4(
浙 江 +-4! 33 4/ - 4-
广 东 )!4( ,) 4( - 4-
合 计 --)43 /- 4! ( 4)

! 世界人口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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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纬度地区脑卒中年龄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

（全军脑卒中流行病学协作研究资料）［"］

地理纬度 年龄标化发病率! 年龄标化死亡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关系数 ,’*" , ’(*

!世界人口标化率

脑卒中病例进行了 01 检查，而 .**+ 年具有 01 辅助检查的

比例已达 "-2。表 " 列出不同监测区根据临床诊断分类计

算的出血型（304 -+,’, ) -+.’*）、缺血型脑卒中（304 -++’, )
-+-’*）及未 分 型 脑 卒 中 的 构 成 比。根 据 临 床 诊 断 分 型，

.*(" ) .**+ 年各监测区出血型脑卒中的平均比例差别很大，

从 +.2（安徽）到 !-2（福建和上海）。

-’ 脑卒中发病率、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中国 567308 研

究对多个省市人群急性脑卒中事件发病率、死亡率进行了多

年的监测，表 ( 为部分监测区 +% ) !- 岁人群 .*(" ) .**+ 年发

病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趋势［+］。吉林、黑龙江、江苏省的人群

脑卒中发病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 ,’,%）。北京地区对脑

卒中发病率、死亡率的监测从 .*(- 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年后监测人群的数量有所减少），这是目前中国大人群脑卒

中发病率监测时间最长的研究［-］。表 * 列出北京城市地区

$% ) "- 岁 人 群 .*(- ) .*** 年 急 性 脑 卒 中 事 件 的 发 病 率

及每年平均变化率。这组数据显示，北京城市地区$% ) "-岁

表 " 中国 567308 研究各监测区人群脑卒中

临床分型平均构成比（2）

监测区 出血型脑卒中 缺血型脑卒中 未分型脑卒中

黑龙江 +% !+ $
吉 林 +- !- $
广 东 +- !. %
辽 宁 -$ %( .
北 京 +" !. $
河 南 +( +( $-
河 北 -, !, ,
内蒙古 -" %$ .
山 东 -* %, .
福 建 !- $( (
新 疆 %. -* ,
上 海 !- +% -
四 川 %* $! .%
江 西 %. -% -
江 苏 $% ., !%
安 徽 +. .$ %"

表 ( .*(" ) .**+ 年中国部分省市 +% ) !- 岁人群脑卒中标化发病率、死亡率的变化趋势［+］

人群
发病率（ 9 ., 万）

.*(" ) .*(* .**, ) .**. .**$ ) .**+
发病率趋势

!! ! 值

死亡率（ 9 ., 万）

.*(" ) .*(* .**, ) .**. .**$ ) .**+
发病率趋势

!! ! 值

男性

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鞍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性

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鞍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率的变化趋势及 *%2的可信区间；: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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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急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但发病率的上升

趋势主要是因为 !"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的明显上升，因此在

表 # 中显示的 $" % !& 岁年龄组的脑卒中发病率，未显示明显

变化趋势［&］。

表 ’ 北京城市监测区 (" % )& 岁人群 *’#& % *’’’ 年

急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率（ + *, 万）及变化趋势

监测年
男 性

粗率 标化率

女 性

粗率 标化率

合 计

粗率 标化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平均增
长率（.）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 / ,-,,* / ,-,,* / ,-,* / ,-,,* / ,-,,*

! 年平均增长率的 ’". !"

因北京市监测人群急性脑卒中病人接受 01 检查的比例

自 *’## 年起达 ),. % ’".，所以 *’## 年后的脑卒中分型数

据较为可靠，对 *’## % *’’’ 年出血型和梗死型脑卒中的发病

率分别计算时发现，出血型脑卒中的发病率在下降，而缺血

型的脑卒中呈明显上升趋势（表 *,）。

"-结论：根据中国人群脑卒中发病率、死亡率的研究结

果，中国人群脑卒中是目前中国人群主要的死亡原因，在总

死亡中所占比例，城市为 (,.，农村为 *’.。(" % )& 岁年龄

组人群急性脑卒中事件的平均年龄标化发病率男性为 (), +
*, 万，女性为 *!* + *, 万，平均年龄标化死亡率男性为 #’ + *,
万，女性为 !* + *, 万，平均年龄标化病死率男性为 $$.，女性

为 $#.。全年龄组急性脑卒中平均年龄标化发病率为 **! +
*, 万，平均年龄标化死亡率为 #* + *, 万，平均年龄标化患病

率为 $2。

脑卒中的发病率、死亡率存在明显地理分布差异，两个

全国性研究均发现北方高于南方的趋势；男性的脑卒中发病

率、死亡率普遍高于女性；脑卒中发病率、死亡率随年龄增加

而呈指数型增高。

从 *’#) % *’’$ 年或 *’#& % *’’’ 年对急性脑卒中事件发

病率的人群监测表明，部分省市 $" % )& 岁年龄组或 (" % )&
岁年龄组人群急性脑卒中事件发病率有些呈明显的上升趋

势。北京市 *’## % *’’’ 年脑卒中发病率监测结果显示，出血

型脑卒中明显下降，缺血型脑卒中明显上升。

我国脑卒中发病率、死亡率的流行病学研究，为我国脑

卒中的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表 *, *’## % *’’’ 年北京城市监测区 (" % )& 岁人群

脑出血和脑血栓事件发病率（ + *, 万）

监测年
脑 出 血

粗发病率 标化率

脑 血 栓

粗发病率 标化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平均增长率（.） 3 (-, 3 & -* " -’ & -,

# 值 4 ,-," / ,-,* / ,-,* / ,-,*

（赵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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