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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化学实验题答题失误盘点
广东雷范军乐善堂

近年来，新课标全国卷工、卷Ⅱ中的高考化

学实验题(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难度适巾，学

生考后普遍感觉良好。但是高考成绩公布以

后．部分学生自己的估分与实际的得分相差较

大，不少学生和家长甚至怀疑阅卷有误。事实

上，许多高考化学实验题表面上看似容易．但是

它们的区分度良好，学生不容易准确回答，因而

难以获得高分。从每年高考阅卷中反馈的信息

可知，不规范答题造成的失分现象比比皆是。

下面以近年高考化学实验真题为例，将学生答

题失误进行盘点．并总结高考化学实验题答题

的规范性要求及策略，期望对高i的学生有所

帮助。

一、实验仪器及操作的识别和描述

高考对该考点的考查重点是化学实验仪器

名称、形状、用途的识别以及化学实验基本操作

方法的描述，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1．仪器名称书写不；住确。计量仪器名称书

写不注明规格或类型

例1．(2015·重庆卷)C102与Cl!的氧化性

相近，在自来水消毒和果蔬保鲜等方面应用广

泛。某兴趣小组通过图1装置(夹持装置略)对

其制备、吸收、释放和应用进行了研究。

盼r T 1+
图1 图2

仪器D的名称是——。安装F中导
管时．应选用图2中的 (填字母)。

解析：本题不仅考查了学生对仪器D的识

别及其名称的描述。而且考查了检验是否含有

CI()：或Cl?的洗气瓶F中气体的流向及导气管

的长短顺序等问题。第一空的正确答案是“锥

形瓶”．答成“圆底烧瓶”“集气瓶”“大试管”等作

用相同的仪器．均是错误的。第二空的正确答

案是“b”，答成“a”，甚至意思相同的“B”都是错

误的，因为该空必须限制在题目已知的小写字

母序号所代表的仪器中，填“A”“B”“左”“右”等

均属于答题不规范的情况。

答案：锥形瓶b

点评：(1)化学实验仪器的名称属于专业用

语，必须准确书写，不能出现错别字，如“溶”量

瓶、“钳”埚等。(2)回答实验选用的计量仪器的

名称时，还要注明规格或类型，如量筒、容量瓶

等要说明规格，滴定管要注明酸式还是碱式等

类型。

2．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不正确或不合理

例2．(201j·天津卷)若使

用右图装置进行分液操作，图中

存在的错误是 。

解析：分液操作错误之处主

要是一上一下两个地方：上面的

问题是分液漏斗内装入的液体
0

超过了÷．分液之前进行萃取时

需要振荡混合均匀。才能充分萃取、静置分层；

下面的问题是没有采取防止流出的下层液体飞

溅出烧杯的措施，应类比过滤操作中“三靠”的

方法。

答案：分液漏斗尖端未紧靠烧杯内壁，漏斗

内液体过多

点评：(1)分液漏斗、容量瓶、滴定管等仪器

使用前要检查是否漏水。(2)要用待装液润洗

滴定管，不能用待测液润洗锥形瓶。(3)过滤

(或分液)时漏斗(或分液漏斗)下端尖嘴口必须

紧靠烧杯内壁。(4)注意仪器中盛放液体的体

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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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如试管、烧杯、蒸发皿、蒸馏烧瓶、分液漏斗

中的液体加热或不加热时不能超过仪器容量的

几分之几。(5)球形冷凝管主要用于回流(竖

放)，直形冷凝管主要用于分离馏分(横放．馏分

不易滞留，而馏分在球形冷凝管中则易滞留)。

3．化学实验基本操作方法不正确

例3．(201j·浙江卷)某学习小组按如下

实验流程探究海带中碘的制取．甲、乙两种实验

方案如下：

已知：312十6Na()H一5NaI十NaI()3十
3H?O。

(1)①分液漏斗使用前须检漏．检漏方法

为——。
②步骤X中，萃取后分液漏斗内观察到的

现象是 。

③操作Z的名称是——。
(2)方案甲中采用蒸馏不合理，理由

是——。
解析：(1)①使用分液漏斗、容量瓶、滴定管

之前，均要检查是否漏水，方法类似。②步骤X

中CCl；的作用是萃取碘水中的I：．由于CCl。不

溶于水且密度比水大，因此液体分为上下两层，

I：溶于CCl。导致下层呈紫红色。③I：微溶于

水，因此上层生成的I!容易结晶析出，则操作Z

是过滤。(2)虽然蒸馏可以将I!的CCl，溶液中

的CCl。分离出去．但是易升华的I：也会部分

损失。

答案：(1)①向分液漏斗中加入少量水，检

查旋塞处是否漏水；将漏斗倒转过来，检查玻璃

塞是否漏水 ②液体分上下两层，下层呈紫红

色③过滤

(2)碘易升华．会导致碘的损失

点评：实验操作中容易忽视的“第一道工

序”：检验溶液的酸碱性——不能用蒸馏水润湿

pH试纸；检验气体的酸碱性一可以用蒸馏
水润湿pH试纸；气体的制取以及性质的检

验——检验装置的气密性；滴定管、容量瓶、分

圉

液漏斗使用前一查漏；托盘天平使用时——
调“0”；点燃可燃性气体——检验纯度等。

二、化学实验事实的加工和处理

化学实验事实的加工和处理的考查重点是

理解主要元素化合物性质实验的现象，其次是

利用元素化合物的性质检验、鉴别、分离和提纯

物质，而高考对数据的获取和实验结果的处理

的考查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1．混合物的分离与提纯方法不合理、混淆

原理

例4．(2015·新课标全国卷Ⅱ)酸性锌锰

干电池是一种一次电池，外壳为金属锌，中间是

碳棒．其周围是碳粉、Mn()!、ZnCll和NH。C1等

组成的糊状填充物。该电池在放电过程产生

Mn()()H。回收处理该废电池可得到多种化工

原料。有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溶解度／(g／l()L’g水)

＼描眨j[
(] 2() lO 60 80 100化合疬、＼

NH，Cl 29．3 37．2 1j．8 5j．3 65．6 77．3

ZnCI： 0．13 395 152 ，188 541 61．1

回答下列问题：

废电池糊状填充物加水处理后，过滤，滤液

中主要有ZnCll和NH；C1，二者可通过

——分离回收；滤渣的主要成分是MnOe、
和 ．欲从中得到较纯的

Mn()!．最简便的方法为——．其原理
是～—。

解析：由表中数据可知，ZnCl：的溶解度受

温度影响较大，而NH；C1的溶解度则受温度影

响较小，因此可以通过加热(或蒸发)浓缩、冷却

结晶实现分离。Mn()!、碳粉、Mn()()H均难溶

于水．因此滤渣的主要成分是Mn()：、碳粉、
^

MnO()H。C+()!』三=C()!，4Mn()OH+()!

=三兰4Mn()：+2H。()，碳粉在空气中灼烧或燃烧

生成c()!气体，而MnO()H被氧化转化为

Mn()!，从而实现了杂转气、杂转纯。

答案：加热浓缩、冷却结晶 碳粉

MnO()H在空气中加热 碳粉转变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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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OH氧化为Mn()!

点评：物质的分离与提纯的规范表达模板

较多，常见的有：(1)检验物质是否洗涤干净：取

最后一次洗涤液一使用某些仪器一加入某些试

剂一通过某操作一根据某现象一总结出相应的

结论(检验时往往选择最容易检验的离子进行

检验)。(2)洗涤沉淀：往漏斗中加入洗涤剂至

浸没沉淀．待洗涤剂自然流下后，重复以上操作

2～3次。(3)从溶液中获得含结晶水的晶体或

有机晶体：蒸发浓缩一冷却结晶一过滤一洗

涤一干燥。(4)判断沉淀完全：静置一取上层清

液一加入沉淀剂一出现现象一说明结论。

2．物质的检验方案不科学

例5．(2015·四川卷)(NH。)2 S()；是常用

的化肥和化T原料。受热易分解。某兴趣小组

拟探究其分解产物。

【查阅资料】(NH；)2SO；在260℃和．{00℃

时分解产物不同。

【实验探究】该小组拟选用下图所示装置进

行实验(夹持和加热装置略)：

。j硒压酸酉簧矗。
实验1：连接装置A、B、C、D，检查气密性．

按图示加入试剂(装置B盛0．500 0 m01．L

260。C加热装置A一段时间。停止加热．冷却．

停止通人N：。品红溶液不褪色，取下装置B。

加入指示剂．用0．200 0 mol·I。叫Na()H溶液

滴定剩余盐酸，终点时消耗Na()H溶液

25．00 mI。。经检验，滴定后的溶液中无s()；。

(2)滴定前，下列操作的正确顺序是

——(填字母)。

b．用0．200 0 mol·I。_1 NaOH溶液润洗

e．排尽滴定管尖嘴的气泡并调整液面

(3)装置B内溶液吸收气体的物质的量是

——mol。
实验2：连接装置A、D、B，检查气密性，按

图示重新加人试剂。通人N。排尽空气后，于

400℃加热装置A至(NH；)2S()；完全分解无

残留物，停止加热，冷却，停止通人N：。观察到

装置A、D之间的导气管内有少量白色固体。

经检验，该白色固体和装置D内溶液中有

SO；、无SOi。进一步研究发现，气体产物中

无氮氧化物。

(4)检验装置D内溶液中有S()i一、无

SO；的实验操作和现象是——。
(5)装置B内溶液吸收的气体是 。

(6)(NH。)!S()，在400℃分解的化学方程

式是——。
解析：(1)X为圆底烧瓶。(2)首先要检查

滴定管是否漏水，再用蒸馏水洗涤，然后用

0．200 0 tool·I。_1 NaOH溶液润洗后，才能装

入0．200 0 mol·I。叫Na()H溶液．排尽滴定管

尖嘴的气泡并调整液面．最后读数．记录滴定前

Na()H溶液的体积。(3)由题意可知。

(NH，)!SO；在260℃分解的产物中无S()!、

SO。．否则品红溶液会褪色．滴定后溶液中含有

s(X，由此推断其分解为易挥发的氨气和难挥

发的硫酸，前者被装置A巾通人的氮气驱赶至

B中并被过量的稀盐酸完全吸收变为NH；C1．

即发生反应NH。+HCl——NH，C1，剩余的盐

酸用Na()H溶液滴定时发生中和反应．即HCl

+Na()H——NaCl+H!()，因此，，(HCl)一

77(NH3)+”(Na()H)，则0．500 0 mol·I。。1×

70．OO×10。I．一，¨NH。)+0．200 0 mol·I．1

×25．00×10
3

I。，”(NH。)一0．035 mol一

0．005 mol一0．03 mo[。(4)取装置D内溶液

1～3 mI。(或少许)于试管巾．先滴加几滴BaCll

溶液，再滴加足量稀盐酸．若先产生白色沉淀，

后白色沉淀完全溶解．并放出无色有刺激性气

味的气体，说明D内溶液中有S()；、无S()j。

(5)由题意可知．(NH，)!S()，在260 o(、和400℃

时分解产物不同。后者所得产物中没有S()¨

NO。但有SO：，说明硫元素的化合价降低，由

此推断氮元素的化合价升高。由于产物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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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故氮元素只能由一3价升高为0价．

说明分解产物中还有N。。由于装置A、D之间

的导气管内有少量含有SO；一且无SOj的白色

固体，说明分解产物中有氨气和水蒸气．因为它

们与S()。能化合生成亚硫酸铵或亚硫酸氢铵。

氨气能被稀盐酸吸收，SO!、H?()、N!都不能被

稀盐酸吸收。(6)南化合价升降法逆向配平可
1nn。f得：3(NH：)!S()；二兰4NH；十+N!十+

3S02十一6H：()^。

答案：(1)圆底烧瓶

(2)d、b、a、e、c

(3)0．03

(4)取少量装置D内溶液于试管中．滴加

BaCl：溶液。生成白色沉淀；加入足量稀盐酸后

沉淀完全溶解．放出无色刺激性气体(或其他合

理答案)

(5)NH_(或氨气)
1nn or、(6)3(NH。)，S()，』兰4NH。十+N，十+

3S()!^-_6H：()十

点评：物质(离子)检验实验方案的设计思

维模型如下：(1)表达顺序：实验(操作)一现

象一结论一原理(写方程式)。(2)化学试剂的

规范表述：溶液最好用中文写fjj名称，或化学式

后加“溶液”，固体、气体可用巾文写出名称，也

可直接写化学式，但是HCl只能表示气体．不

能表示盐酸．有些题目还要求指明试剂的浓度

和用量。

三、化学实验原理的理解和应用

高考对化学反应原理的理解和应用的考查

重点是对实验方案、过程、结论等进行分析，阐

明各部分装置及所盛装试剂的作用，组装和连

接实验装置，确定操作川页序；其次是根据反应原

理对实验中的异常现象及误差进行分析，但呈

现了递减的趋势。运用化学概念、化学原理解

释实验现象．则是每年高考的必考点。

1．实验现象的描述不全面．装置作用及连

接顺序解释不正确

例6．(2015·新课标全国卷I)草酸(乙二

酸)存在于自然界的植物中．其K。一5．4×

图

10 ，K：一5．4×10 。草酸的钠盐和钾盐易

溶于水，而其钙盐难溶于水。草酸晶体

(H!C：()∥2H20)无色，熔点为101℃，易溶于

水，受热脱水、升华．170℃以上分解。回答下

列问题：

(1)甲组同学按照如下图所示的装置，通过

实验检验草酸晶体的分解产物。装置C中可

观察到的现象是——，由此可知草酸晶体
分解的产物中有——。装置B的主要作
用是 。

(2)乙组同学认为草酸晶体分解的产物中

含有C()。为进行验证，选用甲组实验中的装置

A、B和下图所示的部分装置(可以重复选用)

进行实验。

咖睁
无水氯化钙

(；

水

可
浓氢氧化钠溶液

排水集气装置

①乙组同学的实验装置中，依次连接的合

理顺序为A、B、 。装置H反应管中盛

有的物质是——。
②能证明草酸晶体分解产物中有CO的现

象是——。
解析：草酸中碳元素的化合价为1_3价，既

能被氧化又能被还原，则H!C!()j·2H20=三兰

CO!十+C()十+3H!()．分解产物有三种。

(1)澄清石灰水能检验气体产物中的CO!．现象

是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草酸晶体熔点为

101 oC．受热脱水、升华。则装置B能验证气体

可沓可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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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中含有水．同时除去草酸蒸气．防止其进入

装置C生成白色草酸钙沉淀．干扰C()?的检

验。(2)还原性的C()能使黑色的Cu()变为红

色同体．C()的氧化产物C()。能使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但应先用过量碱液除去酸性氧化物

C()!，再将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以验证C()：气

体是否除尽．干燥后才能通过灼热的CuO、澄

清石灰水，以验证c()的存在，多余的有毒C()

用排水法收集，才符合绿色化学的要求。

答案：(1)有气泡逸出，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C()? 冷凝(水蒸气、草酸等)．防止草酸进入装

置C反应生成沉淀。干扰CO：的检验

(2)①F、D、G、H、D、I Cu()②H中黑色

粉末变为红色．其后的D中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点评：(1)装置巾试剂用途的规范表述方式

为：直接作用或直接作用与根本目的相结合。

(2)发生装置的表述方式为：生成××，产

生××，制取××。

(3)除杂装置的表述方式为：除去(吸收)

××，防止××干扰(影响)或除去××巾的杂

质．以免其影响测量结果。

(4)性质实验装置(收集装置)的表述方式

为：与××反应。验证××，说明××，比较

××。

(5)尾气吸收装置表述方式为：吸收××，

防止××的污染(影响)等。

2．不能准确运用化学概念、化学原理解释

原因及实验现象

例7．(2015·新课标全国卷Ⅱ)二氧化氯

(Cl()!，黄绿色易溶于水的气体)是高效、低毒

的消毒剂，回答下列问题：

(1)工业上可用KCl03与Na：SO。在H!SO，

存在下制得Cl()：，该反应氧化剂与还原剂物质

的量之比为 。

(2)实验室用NH。C1、盐酸、NaCl02(亚氯

酸钠)为原料，通过以下过程制备ClO。：
盐酸 NaCIO，溶液

NH。CI溶液

H

CIO。

NII，

溶液X

①电解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②溶液X中大量存在的阴离子有——。
③除去C10：中的NH。可选用的试剂是

(填字母)。

a．水 b．碱石灰

C．浓硫酸d．饱和食盐水

(3)用右图装置可以测定

混合气中CIO!的含量：

I．在锥形瓶中加入足量

的碘化钾，用50 mL水溶解后，

再加入3 mL稀硫酸；

Ⅱ．在玻璃液封装置中加

入水，使液面没过玻璃液封管的管口；

Ⅲ．将一定量的混合气体通入锥形瓶中

吸收；

Ⅳ．将玻璃液封装置中的水倒入锥形瓶中；

卜用0．100 0 mol·I。’硫代硫酸钠标准

溶液滴定锥形瓶中的溶液(I!+2Se(X——2I+

S：()≯)．指示剂显示终点时共用去20．00 mI。硫

代硫酸钠溶液。

在此过程中：

①锥形瓶内C101与碘化钾反应的离子方

程式为 。

②玻璃液封装置的作用是 。

③V中加入的指示剂通常为 ，滴

定至终点的现象是——。
④测得混合气中CI()!的质量为——g。
(4)用Cl()：处理过的饮用水会含有一定量

的亚氯酸盐。若要除去超标的亚氯酸盐，下列

物质最适宜的是——(填字母)。
a．明矾 b．碘化钾

c．盐酸d．硫酸亚铁

解析：(1)根据化合价升降法配平可得：

2KCl()3+Na2S03+H2S()。——2C102十+

K!S()。+Na。S()。+H2 O。由氧化剂和还原剂

物质的量之比等于对应的化学计量数之比可

知，氧化剂与还原剂物质的量之比为2：l。

(2)①由工艺流程图、化合价升降法逆向配平可
南南犁

得：NHlCl一-2HCl兰3H!十+NCl3。②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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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流程图、化合价升降法、原子个数守恒法正向

配平可得：NCl。+6NaCI(x+3RO 6C1(十+

NH。十+3NaCI+3Na()H。离子反应方程式为

NCl3+3H2()+BCI(F——6ClQ十+3CI+

30H+NH：。十，则溶液X中应该存在大量的

C1、OH一。③C101是黄绿色且易溶于水的气

体，不能用水除去CI()!中的NH。，故a项错误；

碱石灰是碱性干燥剂，不能除去Cl()。中的

NH。，故b项错误；浓硫酸是酸性干燥剂．能除

去C10：中的NH；．故C项正确；Cl()!是黄绿色

且易溶于水的气体，不能用饱和食盐水除去

cl()?中的NH"故d项错误。(3)①由化合价

升降法、电荷守恒法、原子个数守恒法配平可

得：2C1(五+10I一+8H一一2C1一+5I?+4H!O。
②ClO!是黄绿色且易溶于水的有毒气体，容易

挥发到空气中．玻璃液封装置能吸收多余的

CI()。气体，防止其污染环境。③由于淀粉溶液

遇KI的氧化产物(I：)时变蓝，则步骤V(氧化

还原滴定)中指示剂为淀粉溶液．反应I!+

2S!()}——21+S。()i中I：恰好消耗完全时．

淀粉遇I一不变蓝，当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且半

分钟内不恢复为蓝色时．即达到滴定终点。

④”(S(壤一)一”(Na2S(X)一0．100 0 mol·I。-1×

20．00×10‘I。一0．002 mol。由17+2S?Oi
1

——2I一+S。()i可知川(11)一去77(S!()i)一
二

0．001 moi，南2C107+10I+8H一一2Cl+
9

512+4H2()可知，”(Cl(冀)一÷，l(I：)一
J

0．000 4 mol。则Ⅲ(CIO?)一0．000 4 mol x

67．5 g·mol 1—0．027 00 g(计算结果保留四

位有效数字)。(4)亚氯酸盐具有氧化性，明矾

不能被氧化．故a项错误；碘化钾被氧化为I!．

卤素单质均有毒，故b项错误；盐酸被氧化为

Cl：，卤素单质均有毒，故C项错误；硫酸亚铁被

氧化为硫酸铁，因此硫酸亚铁不仅能除去饮用

水中超标的亚氯酸盐，且氧化产物(硫酸铁)水

解能产生净水作用的氢氧化铁胶体．故d项

正确。

答案：(1)2：1

雹

(2)①NH；CI+2HCl皇丝3H2十+NCl。

②C1、()H ③C

(3)①2C101+10I+8H一=2C1一+5I!
+4H!()②吸收残余的二氧化氯气体(避免碘

的逸出) ③淀粉溶液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

且半分钟内溶液颜色不再改变G0．027 00

(4)d

点评：(1)溶液实验现象的规范表述方式

有：颜色南××色变成××色，液面上升或下降

(形成液面差)，溶液变混浊，生成(产生)××沉

淀，溶液发生倒吸．产生大量气泡，有气体从溶

液中逸出．有液体溢出等。

(2)同体实验现象的规范表述有：固体表面

产生大量气泡，固体逐渐溶解，固体体积逐渐变

小．颜色南x×色变成××色等。

(3)气体实验现象的规范表述有：生成

x×色(味)气体。气体由××色变成××色，先

变××后××(加深、变浅、褪色)等。

(4)实验操作目的、原因、理由的规范表述

思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不这样做有什么影

响。好处：直接作用+根本目的；坏处：如果不

这样那么会怎样。

(5)实验目的的规范表述中应该有“制取”

“探究”“验证”“比较”“判断”等动词。

四、化学实验方案的设计和评价不全面

高考对化学实验方案的设计、评价和改进

的考查重点是利用给f』J的部分仪器和必要的药

品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并且呈现了先逐年递

减后又逐渐增加的趋势。

例8．(1)(2015·新课标全国卷I)设计实

验证明：

①草酸的酸性比碳酸的强——一。
②草酸为二元酸 。

(2)(2015·福建卷)①为测定饱和氯水中

氯元素的总量，某小组设计的实验方案为：使用

下图装置，加热15．0 mI。饱和氯水试样，测定产

生气体的体积。此方案不可行的主要原因是

(不考虑实验装置及操作失误导致不

可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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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水

②根据下列资料．为该小组设计一个可行

的实验方案：——(不必描述操作过程的细
节)。

资料：i．次氯酸会破坏酸碱指示剂；

ii．次氯酸或氯气可被SO!、H!()!和FeCI：

等物质还原成Cl。

解析：(1)由于草酸的钠盐和钾盐易溶于

水。而其钙盐难溶于水．冈此可以用革酸与可溶

性的Na：C()：；或NaHC()。同体混合．若有气泡

产生，说明草酸的酸性比碳酸强。中和滴定可

以验证草酸是几元酸，滴定终点时氢氧化钠的

物质的量是草酸的几倍。草酸就是几元酸。

(2)①直接加热15．0 mI，饱和氯水试样．该溶液

中存在Cl!的重新溶解、HCIO分解产生HCI

和氧气等．氯元素不能完全变为气体逸fJ{，用排

饱和食盐水法收集气体并量取其体积．通过测

定气体的体积测定饱和氯水中氯元素总量的方

案不可行。②由于次氯酸具有强氧化性，能使

酸碱指示剂褪色，因此设计该实验时不用酸碱

指示剂。可以先通入过量的H!()!溶液将氯水

还原为Cl，而H?()!被氧化为()：，再加热除去

过量的H!()!，冷却后加入足量的AgNO。溶液，

充分反应生成白色的AgCl沉淀，然后再过滤、

洗涤、十燥、称量沉淀质量，并根据物质的元素

组成确定其中含有的氯元素的质量。

答案：(1)①向盛有少量NaHC()。的试管

里滴加草酸溶液．有气泡产生 ②用Na()H标

准溶液滴定草酸溶液。消耗Na()H的物质的量

为草酸的2倍

(2)①因存在(、l!的重新溶解、HCl0分解

等。此方案无法测算试样含氯总量(或其他合理

答案) ②量取一定量的试样，加入足量的

H!()?溶液，加热除去过量的H：()!．冷却，再加

入足量的硝酸银溶液，称量沉淀的质量(或其他

合理答案)

点评：(1)实验操作的规范描述为：用试管

取(收集)少量(适量)××，加入××。(2)实验

现象、结论的规范捕述为：如果××，说明××；

若××，则××；⋯现××现象．证明(说明)

××。(3)实验评价的规范表述思路：怎么做

的一直接作用一最终优点(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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