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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 CDIO 工程教育的构思、设计、实现和运作一体化教学计划理念,分析土木工程专

业建筑类课程一体化教学设计和课程的选修学期等特点对学生知识体系架构的形成和毕业设计质量的

影响,以此探索通过建筑类课程的一体化教学设计提高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质量和学生执业能力的

方法。 研究将作者所属高校 2017 届至 2020 届毕业生作为对象。 结果表明,建筑类课程循序渐进的一体

化教学设计,有助于学生对建筑知识的全面掌握。 同时,虽教学团队从“授”的角度对建筑类课程间的连

贯性具有明确的认知,但学生从“受”的角度,对课程间的连贯性认知尚不明确,停留于对每门课程内容

的掌握,未能达到 CDIO 所要求的“一体化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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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正在改变高校教学方式、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学校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方式,正
在改变工科学生的人生命运,正在改变产业竞争格局,正在重塑国家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1] 。 与此

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教育在与日新月异的就业环境中不断脱节,但由此也出现契机,促使

人们反思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2] 。
为适应厚基础、宽口径的专业培养要求,落实质量工程改革,如何有效地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毕业设计质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3] 。 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来说,建筑工程方

向目前仍是就业的最大领域,而毕业设计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能力的发

挥,也是一所高校教育质量的直接反映。 土木工程专业的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具有实践时间长、内
容涉及广、专业综合性强等特点。 而从教学角度,毕业设计指导又是一项综合性的教学环节,集学

习、实践、探索和创新于一体,是学生由学习阶段向工作阶段转变的最好实践机会,也是对学生将来



洪　 燕　 基于 CDIO 理念的土木工程专业建筑类课程一体化教学设计初探

独立工作进行的职业训练,对学生的思想、工作态度和独立工作能力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对高等学

校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方面[4] 。
CDIO 工程教育理念作为高等工程教育模式,对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学生的主动参与学习动

机均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研究基于 CDIO 工程教育的构思 ( Conceive)、 设计 ( Design)、 实现

(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一体化教学计划( Integrated
 

Curriculum)理念,结合上述建筑工程类毕

业设计对专业知识的综合性要求等特点,拟分析建筑类课程的教学模式及内容的一体化设计、课程

选修学期等对学生知识体系架构和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探索建筑类课程教学综合改革对土木工

程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提高和职业能力提升的影响,以此达到新工科建设中教与学行为间的和谐,
避免高校教育与社会对专业素质要求脱节的现象发生。

一、土木工程专业及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

(一)土木工程专业及其建筑工程方向教学

按教育部 1998 年专业目录设置,土木工程专业涵盖了原来的建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矿井建

设、城镇建设(部分)等专业,是一个宽口径专业。 基于上述工程分类,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

委员会将土木工程的相关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程、建筑工程专业课群组、桥梁工程专业课群组、道
路与铁道工程专业课群组,以及地下、岩土、矿山专业课群组。 其中,建筑工程专业课群包括:房屋

建筑学、混凝土与砌体结构设计、钢结构设计、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建筑法规、建筑结构抗震、建筑施

工技术与组织、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工程概预算、建筑结构试验等理论课程和实践类课程[5] 。
上述建筑工程专业课群又可以分为建筑类和结构类,建筑类课程系指房屋建筑学和其课程设

计。 作者所属院校除了讲授房屋建筑学之外,还另设置了建筑概论和建筑设计(理论),以上 3 门理

论课程及实践课程共同形成了与学生建筑设计能力相关的课群,也影响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中建

筑设计的质量。
(二)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

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涵盖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及计算,以及建筑及结构图纸绘

制,同时也要满足现行规范要求和市场的需求,其中完成建筑设计是首要的工作。
本研究通过对杨永东[3] 、李永贵[6] 、陈强[7] 、焦玮[8] 、李彦龙[9]

 

等近期的文献进行分析,对各院

校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以下总结(表 1)。
表 1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

分类 问题 改进措施

选题
1. 选题单一,理论与工程实际脱节
2. 选题把关不到位
3. 主要结构形式简单

1. 建立设计选题审核机制
2. 合理分组与固定设计场所

教师
1. 指导教师的平均指导人数过多,教师精力投入
不足
2. 实践经验与理论水平不足

1. 提高指导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2. 加强教师“双师型”培养
3. 加强毕业设计过程管理

学生

1. 学生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照搬照抄现象
2. 知识掌握不够,毕业设计过程中提不出问题
3. 主动学习能力不强,存在避难就易的倾向
4. 查阅资料、利用规范的能力较弱

1.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2. 加强学生对毕业设计的重视程度

其它
1. 管理机制不到位
2. 缺乏学生监控机制和指导教师监督及激励措施
3. 毕业设计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1.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2. 强化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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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结果表明,对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大致分为选题、教师的经历和经验、学
生的重视度、知识体系、态度等。 各项研究对毕业设计这 4 年专业教育的结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

了相应的改善措施,但并未从课程教学整体改革和毕业设计质量的相关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
由此可见,毕业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教学环节,是对所积累知识体系的综合评价。 因此,培养

计划中综合设计建筑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形成课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这种课程间的衔接,可以避

免任课老师的教学工作仅停留在单一课程的独立讲授,而是从总体培养计划中履行“教”的行为,避
免知识模块间的断层问题。 同时,学生从“学”的角度,对每一门课程的知识点和在整体专业知识体

系中的作用获得明确的认识,促使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构架,进而达到提高毕业设计质量和专业人

才素质的目的。

二、建筑类课程教学性质与目的

(一)土木工程专业的建筑类课程

建筑的设计到建造,需要多个建筑类(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土木类(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①共同参与和协作来完成,土木类专业学生

也应掌握建筑类课程必要的知识点。 按照 2012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标准,与建筑生产各阶段

参与人员相关的土木类和建筑类专业如图 1 所示。

图 1　 建筑生产相关专业

建筑类课程可以概括为建筑理论、建筑设计方法、建筑技术 3 个模块。 而作为非建筑学专业,
对土木工程专业而言,建筑技术模块中营造技术子模块的相关课程,如材料、结构、施工技术方面的

课程已是该专业的核心课程。 因此,对于土木工程专业中建筑方向的学生而言,建筑理论及建筑设

计方法模块是其认知建筑学问题的角度[10] 。
非建筑学专业的建筑类课程知识模块深度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依次可分为 4 个级别:知、会、

融、践。 知是对所学知识达到认识和了解的深度。 会,是对所学知识达到领会的程度,在需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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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专业分类参见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颁布的 2012 年标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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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用这种知识做简单的专业应用,而更深入的应用则由建筑学专业人士解决。 融,是能将所学知

识融入本专业所从事的工作,在需要之时,能灵活运用知识,辅助完成本专业的工作。 践,是能将所

学知识学以致用到从事与这方面知识有关的建筑设计上,指导工程施工等专业实践技能的程度,且
在这方面达到建筑学专业的水平[10] 。

本研究从郑玮锋(2014)的研究所提示的非建筑学专业建筑类课程模块构成中,节选出土木工

程专业的内容,并结合作者所属高校的培养计划制定了下表中各课程的模块深度要求(表 2 和图

2)。
表 2　 建筑知识模块构成

建筑知识模块

建筑

理论

建筑设计方法

建筑

技术

模块构成 模块深度要求

设计原理 会

建构文化 知

空间组织 融

形态构成 融

营造技术 践

建筑物理 会 图 2　 本校建筑类课程

　 　 上述土木工程专业建筑类课程的定位和教学内容如下。
1. 建筑概论:课程定位为了解建筑学的基本知识和一般原理,为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初步理论基

础。 作为建筑入门课程,建筑概论讲授与建筑相关的各个领域基础知识,学生第一次接触建筑,了
解什么是建筑、建筑属性、建筑技术、建筑造型、建筑历史,以及城市设计中的建筑等与建筑相关的

领域。
2. 房屋建筑学:该课程是建筑工程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 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建筑设

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学生掌握建筑设计从总体到细部、从平面到空间的设计程序和方法。 房屋

建筑学是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等土建类专业一门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包括课程教学、现场教

学、课程设计 3 个环节[11] 。
通过课程教学(教学和课程设计),使学生理解建筑设计的主要内容与程序,能正确选用现行规

范和标准图集,掌握建筑设计和建筑构造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工程语言和图形表达的基本方法

和技能。 培养学生初步的设计能力,并能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建筑设计、构造设

计,同时为学习结构工程和建筑施工等后续课程打下基础[12] 。
3. 建筑设计(理论):是面向土木工程、建筑环境和建筑管理专业学生讲授建筑设计的理论课

程,包括建筑设计程序、相关规范解释以及建筑绘图等知识点。 通过课程内容提高学生对功能较为

复杂的公共建筑的设计能力,形成毕业设计所需的整体知识体系。
(二)本校建筑类课程一体化教学情况

与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相关的课程可分为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两大模块,近几年本校与其相

关的课程设置如图 3 所示。 本校在近期人才培养转型过程中未将建筑概论课程纳入培养计划,继
而未能积累该课程数据,不再列入后述研究中。

在课程的建议选修学期上,不同学级的培养计划有所不同。 选修学期的不同,影响学生选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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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前形成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整度,因此,建筑设计和工程结构抗震设计在不同的学年讲授,会
影响课程的学习成效,进而影响毕业设计的质量。

图 3　 本校建筑工程类课程设置情况

三、一体化教学与毕业设计质量的关系

新工科教育是面向新工业革命的工程教育全面创新,是一种工程教育的新范式,要整体设计培

养目标、培养标准、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形成以培养目标为统领、毕业要求为依据、培养标准为基

准,突出“品格———知识———能力———技能”全面融合培养,课程目标、课程大纲、内外教学、课程评

价密切关联,教学制度、教学资源、教学平台贯通协同的全新人才培养体系[13] 。
本研究为分析建筑类课程教学对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对 2016—2020 届毕业设计质量和选修

课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因设计无法定量评价,本文通过学生成绩区段变化趋势来综合评价

各课程对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
(一)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要求和特征

本校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分为工程设计类和理论研究类,其中,设计类又分为基坑和隧道

等地下工程、桥梁及路面工程,以及建筑工程设计。 本研究对本校 2016 ~ 2020 届 5 年土木工程专业

的毕业设计(论文)选题进行了统计,以此了解毕业设计课题选题的趋势。 在工程设计类和理论研

究类的毕业设计中,前者的比重均在 70%以上,所参与的教师比例也是偏重于工程设计类,如图 4
所示。

而在工程设计类中,建筑工程的比例也是大于其他工程,见表 3。 学生建筑工程设计采用的结

构形式也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主,剪力墙结构和钢结构设计的比重较低。 个别指导老师名下

既有工程设计类和理论研究类课题,同时也有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其他结构形式的建筑工程,因
此,表中指导老师之和并非该年度指导老师总人数。 如表所示,平均每年 153. 4 名学生参与毕业设

计,其中平均 71 名学生完成建筑工程设计,占 46. 3%。 同时,平均每年 13. 8 名教师参与建筑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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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占 53. 1%。

图 4　 2016—2020 届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类型比例

表 3　 工程设计类课题统计

毕业

年度

学生及指导

老师总数

设计类毕业设计 建筑工程结构形式

人数 地下工程 桥梁及道路 建筑工程 框架 剪力墙 钢 砖混

2016
学生 151 110 39 10 61 52 0 7 2

导师 25 19 7 2 11 10 0 1 1

2017
学生 159 119 30 11 78 69 1 8 0

导师 25 19 5 2 15 13 1 2 0

2018
学生 146 105 31 12 62 56 0 6 0

导师 26 19 5 2 13 12 0 1 0

2019
学生 154 111 31 7 73 65 3 5 0

导师 26 19 5 1 14 13 1 1 0

2020
学生 157 120 27 12 81 75 0 6 0

导师 28 21 6 2 16 15 0 1 0

　 　 注:部分导师会指导 2 个以上方向的毕业设计,因此导师总和≤各方向毕业设计导师的总和

建筑工程设计一般包括设计前期工作、建筑设计和绘制建筑图纸,同时对其进行结构设计和计

算,并绘制结构图纸。 因此,学生需要掌握毕业设计课题相关的现行建筑和结构规范,综合应用建

筑设计和结构知识完成设计和计算,并要求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进行图纸绘制和结构计算。 与建

筑工程类毕业设计相关的本校建筑类课程包括房屋建筑学及其课程设计、建筑设计课程,学生对该

课程内容的掌握和应用能力直接影响毕业设计中建筑设计的质量。
(二)研究对象

如上所述,毕业设计选题中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工程设计占比最大,故本研究将分析对象

选取为近几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课题。
同时,为排除指导老师的研究方向、精力分配,以及学生的知识掌握(参考表 1)等主观因素对毕

业设计质量的影响,选定建筑类课程任课老师 T 和其指导的 2017—2020 届建筑工程类毕业设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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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 26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学生选修课程情况和质量,以此分析建筑类课程和毕业设计质

量之间的关系。 本校毕业设计评价体系中,无法独立量化建筑设计部分在毕业设计评价中的占比,
故从学生成绩在整学年中的区段升降趋势来进行课程与毕业设计的相关关系分析。 教师 T 参与

2013—2016 级的建筑类课程教学和历届毕业设计组学生人数,以及学生选修建筑类课程情况如图 5
所示。

图 5　 研究对象概要

通过一体化培养计划,各建筑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生成果如图 6 所示,课程之间有理论到实

践(构思到设计)、由浅入深、综合及深化的相关关系。

图 6　 课程教学内容及学生成果

(三)房屋建筑学及课程设计

参考表 2,房屋建筑学要求“会”建筑设计原理和营造技术,其课程设计要求“融”建筑工程制图和房

屋建筑知识以及设计规范来完成单体建筑设计,本校的要求是完成低层单体别墅设计和绘图。 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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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 2017 级学生的房屋建筑学课程闭卷考试的考核情况进行了分析,见表 4。
表 4　 2017 级房屋建筑学考核结果

教学内容
填空

 

(30 分)

/ 占比

选择
 

(40 分)

/ 占比

综合应用

简述
 

(15 分) / 占比 综合
 

(15 分) / 占比

建筑设计原理 18 24

建筑构造 12 16
15 15

班级 1 平均分

(90 人)
18. 7 / 62% 26. 1 / 65% 9. 0 / 60% 5. 3 / 35%

班级 2 平均分

(65 人)
20 / 67% 25 / 62. 5% 9. 4 / 63% 5. 6 / 37%

　 　 在授课内容、授课模式,以及任课老师(教师 T)一致情况下,两个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均在综

合题部分为满足及格要求。 这说明学生对理论到实践的转换能力低,验证了理论到实践课程设置

的必要性。
课程设计是土木工程本科专业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对课堂教学知识的巩固和工程实践的

应用,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有效手段。 课程设计对加

强学生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是毕业设计的初步演练[14] 。 本校课程设计包括房屋建筑课程设计、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钢结构设计等。 其中,房屋建筑课程设计是与房屋建筑学理论课程配套的实

践课程,具有承上启下的教学关系,学生的考核结果也证明了实践类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本文将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2017 级 77 名学生的房屋建筑课程设计成果进行了分析(除

去留学生和非 2017 级学生),任课老师为 T。 学生成果为 2~ 3 层的单体别墅设计和绘图,要求满足

现行的相关设计和制图规范见表 5。
表 5　 2017 级房屋建筑课程设计考核结果

考核项 明细 分数 / 分 平均分 / 分
按时提交 / 20 19. 74
图纸数量 / 40 39. 13

设计

总说明

设计依据 2 1. 76
经济技术指标 3 2. 13

结构选型 3 1. 73

设计

规范

功能布置 3 2. 38
采光要求 2 1. 95
交通布置 3 2. 56
面积设定 2 2. 00

制图

规范

标题栏信息 3 2. 04
尺寸及轴线定位 3 1. 84

线型设置 3 1. 87
平、立、剖面信息一致 3 1. 69

设计

原理

空间关系 3 2. 74
空间朝向 2 1. 99

其它
布图合理 3 0. 71
图面效果 2 0. 18

合计 100 8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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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设计原理的理解到实践具有明显的提高,但在规范的解读到实践中的应用上仍存在不

足。 同时,在制图中尚不能有效地协调平、立、剖面图之间的关系,保证图纸信息的一致。 2017 级的

混凝土与砌体结构设计和房屋建筑课程设计建议选修学期同为第 6 学期,而考核中学生对结构选

型的理解不到位,说明学生将不同课程知识点“融”起来的能力偏低。 建筑设计、结构,以及规范解

读是毕业设计必要的知识点,学生在后期学业中如无可以完善的教学环节,上述问题在毕业设计中

仍会凸显。 本校培养计划中的建筑设计作为拓展课程,由浅入深地深化学生对较复杂建筑的设计

能力、规范解读和应用能力。
(四)建筑设计对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

本文从选修学年和选修与否两方面分析建筑设计课程对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 首先,就不同

学年选修对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本文对学生成绩区间的浮动和变化趋势进行了比较分析。 2013
级的选修学年为第 6 学期,2014 级开始改为第 7 学期,如图 7 所示。 选修学期的改动,影响学生选

修该课程时的知识背景,这不仅影响课程的学习成效,也影响后期的毕业设计质量,如表 6 和图 8 所

示。

图 7　 建筑设计选修学期变化

表 6　 建筑设计选修学期对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

课程选修学期 进修学生数 年级

课程成绩

平均以上 平均分以下

区段变化

上升 不变
下降

优到良 其他

6 7 2013 2 5 1 2 2 2

7 11

2014 2 3 2 2 1 0

2015 2 1 1 0 2 0

2016 1 2 1 1 0 1

　 　 建筑设计是毕业设计的第一个环节。 如果建筑设计不到位,毕业设计就只是停留在纸上的“火

柴盒”,不能称作建筑工程。
本校毕业设计考核中对优秀学生的比例有所控制,因此成绩区段从优到良,不能客观地体现学

生成绩变化,故单独列出。 从学生第 8 学期完成的毕业设计成绩区段的变化可以看出,第 7 学期和

第 6 学期选修的效果中,前者优于后者。 结果表明,在没有充分掌握其他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所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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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设计知识,并未能和其他课程形成有机结合,进而有效地应用到毕业设计中。
房屋建筑课程设计和建筑设计之间有知识深化关系,当置于同一学年去选修,阻碍学生对课程

知识的掌握。 而在第 7 学期选修建筑设计,保障了学生深化理解各课程的知识点。

图 8　 不同课程进修学期的课程成绩对毕业设计的影响

其次,分析比较了 2014—2016 级学生的课程选修与否对毕设设计质量的影响,见表 7。 学生成

绩变化趋势表明,建筑设计对提高毕业设计质量是有效的。 选修该课程的学生,通过课程成果(参

考图 5)的完成,学生的毕业设计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其原因是学生在课程中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

完成了较为复杂的公共建筑设计和绘图,为后期毕业设计提供了步骤化的预演。
表 7　 建筑设计对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

分类 学生
成绩变化趋势

房屋建筑学 课程设计 建筑设计 毕业设计

选修

2014-B - 优 良 良

2014-C 优 良 中 优

2014-D - - 中 良

2014-E 优 优 中 良

2014-F 良 - 优 良

2015-A 良 优 优 良

2015-C 及格 良 优 良

2015-E 良 良 及格 良

2016-B 良 良 良 中

2016-C 良 良 良 良

2016-F - - 良 优

未选修

2014-A 优 优

2015-B 优 良

2015-D 优 -
2015-F 良 良

2016-A 良 良

2016-D 良 -
2016-E 及格 -

未选修

良

中

良

良

良

优

及格

　 　 (五)小结

基于 CDIO 理念,本文探讨了建筑类课程一体化教学设计对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方向学生的

毕业设计质量和执业能力提高的影响。
首先,在建筑类课程一体化教学的必要性上,建筑工程是不同专业和工种共同协作来完成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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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过程,需要对建筑有整体的认识,并认识到建筑是不同专业群体有机结合完成的复杂工程。 在专

业分类过度细化的过程中,对建筑未能形成全面的认识,专业培训将停留在众人摸象的阶段,影响

学生的执业能力。
其次,就一体化教学设计效果,房屋建筑学及其课程设计的考核结果表明,建筑工程类的理论

课程应结合实践机会,让建筑理论从“纸上谈兵”变成实际操作,进入个人独立创造阶段。 选修建筑

设计课程中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提高,也见证了从简单的课程设计到深化阶段的建筑设计,再到毕

业设计的由浅入深、从简到繁这一循序渐进的一体化教学设计过程,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建筑知识

的全面掌握。
第三,就教学团队对一体化教学设计和操作能力,通过培养计划、每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内容,

可知教学团队(单位)从“授”的角度对建筑类课程间的连贯性具有明确的认知,这与 CDIO 标准 3
的一体化教学计划也吻合。

最后,学生从“受”的角度,对课程间的连贯性认知不是很明确,停留于对每门课程内容的掌握

(参考表 5),未能达到标准 7 一体化学习经验( Integrated
 

Learning
 

Experiences)的实践,进而并未能

通过知识点的连贯性来形成自身完整的“建筑知识体系”。 在指导教师的带动下,如果学生能提前

认知课程间的相关关系,除了被动听取课堂教学内容之外,还能主动参与学习、完成课程预习等。
这也符合 CDIO 工程教育模式标准 8 主动学习

 

(Active
 

Learning)里所倡导的“学生主动参与、探究

发现、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

四、结语

教育,是获取知识和培养在相关情况中运用知识能力的有意识过程。 发展和利用知识是教育

的终极目标,各项原则是教育的指导方针[2] 。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论文)中建筑工程设计类占比较大,其相关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直接

影响毕业设计质量和学生的执业素质。 本文就建筑类课程的一体化教学设计与建筑工程类毕业设

计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以求通过一体化教学改革和培养计划的修订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

质。 研究结果表明,一体化教学设计提高了师生对课程在专业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避免课程

之间的断层,并为学生提供由浅入深的知识深化过程和机会,进而提高了毕业设计质量。
毕业设计的质量和执业素质,除本文所探讨的课程教学模式之外,也和学生的主动学习态度等

主观因素和评价体系等管理体系相关,但这些因素未能量化并反映到本文研究中,留作进一步思考

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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