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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命名任务!考察真k假词条件下!三声连续变调规律的运用及其对语音提取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
"’#普通话流利者具有三声连续变调意识!变调的发生不受三声字所在语境的影响,""#三声连续变调的发生影响

词汇语音提取!但对类型不同的词!其影响方式存在差异&对阅读错误的分析为讨论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关键词!三声连续变调!深层声调!表层声调!声调固着&
分类号!B+("

’!引!言

!!汉语显著区别于其它语言就在于它是一种声调

语言"CD=:20=F80F:#!声调的改变会导致语义的变

化!因此声调在语音范畴知觉的研究中有着重要地

位&目前的研究涉及了超音段信息"声调#和音段

信息"声母%韵母#的知觉差异性-’.%声调在心理词

典中的表征独立性-".%声调加工的时间进程及其在

语义通达中的作用-$.等问题!其中变调"A0=;E1#问

题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变调研究是一个内涵宽泛的领域!包括方言中

的变调问题";102:<CA0=;E1#%变调中的张力改变"02Y
2DCD=1<J10H10C1D=A#%语调效应"1=CD=0C1D=02:GG:<C#等

等-(.&在汉语普通话">C0=;0H;]E1=:A:#中有一个

特别的变调现象就是三声连续变调"CE1H;CD=:A0=Y
;E1#!!&当一个三声后面跟另一个三声的时候!第
一个三声变为二声&例如!念)雨水*kW8$AE81$k的
时候!听起来就像在念)鱼水*kW8"AE81$k&在这种

情况下!原本的三声被定义为)深层声调*"CE:8=Y
;:H2W1=FCD=:#!而由变调获得的)二声*";:H1J:;CD=:
"#被称作该三声的)表层声调*"CE:A8HG0<:CD=:#&
!!在连续变调环境下!第一个三声的变调是由于

受到了后续声调的约束&可以假设!在变调情况下

第一个词素的语音信号激活并保留了多种选择以便

由后续的语境信息进行确认&因此!连续变调这个

特例有助于研究知觉层次信息激活语义层次信息的

即时性!以及语音语义转换时间序列等问题-’.&具

体地说!需要探讨的问题有$在连续变调中是深层还

是表层声调激活语义!表层声调对语义的获得是促

进还是抑制!深层声调和表层声调又有怎样的交递

过程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为汉语加工过程的研

究提供新的认识!有助于口语识别理论%心理词汇识

别理论的发展&
!!研究连续变调规律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听者对

变调是否敏感&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研究仍然存有争

议-(.&有研究者认为!变调后的三声和二声无法辨

别&也有研究发现!变调得到的二声的整体基频小

于正常的二声&但即便存在差异!被试似乎并不能

把变调得到的二声和正常二声区分出来-*.&另一

基本问题是变调规律能否被自觉运用/方至-%.研

究发现!被试能利用连续变调规律揭示出表层声调

下的深层声调&来自病人的检测也提供了一些证

据&张亚旭-&.研究了病人>h!其损伤部位在左额下

回和额顶交界区!症状表现是声母提取严重受损&
要求病人对三声连续变调的词进行命名!结果显示

病人依然能表现出变调&即使是在假词阅读中!变
调的发生率也和真词时没有差异&但由于该研究为

个案病例研究!指标是变调发生率!而且比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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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因而对问题的反映不够敏感&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选择普通话流利

者作为被试!采用命名任务!以精确的反应时间为客

观指标!针对在书面文字的语音提取过程中三声连

续变调的产生规律进行探索&主要考察以下几个问

题$"’#真k假词环境是否会影响连续变调规则的运

用/在两种情况下是否相同/""#连续变调规则的

运用对语音提取速度是否有影响/如果有!是促进

还是抑制/"$#对表层声调存在和不存在的词的语

音提取是否有差异/特别是在变调的情况下是否有

差异/在真k假词的环境中是否有差异/
!!我们预期!真k假词的不同语境将会极大地影响

语音提取的速度!而且对变调规律的表现也会有所

影响&在不同语境下的反应模式可能会存在较大差

异&语义的参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由变调带

来的差异!而变调效应或表层声调效应"无论是抑

制或促进#很可能在没有语义支持"假词#的情况下

得以更清楚地表现&

"!实验方法

#$%&被试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或硕士学生$’人"’$男%’+
女#&均在北京地区出生长大!母语为汉语!普通话

标准&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实验设计

!!""真词%假词#l""变调%不变调#l$"表层声

调存在组%表层声调不存在组%语音控制组#三因素

完全被试内设计&
#$!&实验材料

!!材料分别包括真词和假词两组&每个组又分成

两个条件$变调和不变调&变调组的词由两个声调

均为三声的字组成!因此在朗读的时候首字需要变

调读出它的表层声调"二声#&不变调组词的首字

和变调组对应!但尾字为一声或四声的字!在这种情

况下首字不需要变调&在这两个组中还分出三类$
表层声调存在组%表层声调不存在组以及语音控制

组&第一组指的是该组中双字词首字的表层声调是

实际存在的!如)雨水*中的)雨*kW8$k对应的二声k
W8"k是存在的&第二组中双字词首字的表层声调不

存在!如)损毁*中的)损*kA8=$k对应的二声kA8="k
是不存在的&语音控制组中!和变调组对应的是首

字声调为二声%尾字声调为三声的词,和不变调组对

应的是首字为三声%尾字为四声或者一声的词&每

个条件组合下有’*个词!共’+#个词"实验条件和

材料举例见表’#&

表%&实验设计及材料举例

组别
真词 假词

变调 不变调 变调 不变调

表层声调存在组 雨kW8"k水 雨kW8$k季 雨kW8"k抢 雨kW8$k钙

表层声调不存在组 损kA8="k毁 损kA8=$k耗 损kA8="k岭 损kA8=$k纷

语音控制组 直k4E1"k角 纸k4E1$k张 直k4E1"k老 纸k4E1$k寿

注$变调组中!代表声调的数字是该字的表层声调!即由变调获得的二声"语音控制组除外#&

!!实验材料选择的是中等频率的字%词&对每组

条件进行了词频"假词为字频#%笔画数%声母发音

的匹配&统计检验后发现各组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符合实验的要求"见表"#&

表#&实验材料的字k词频率$次k百万%和笔画数

组别
真词 假词

变调 不变调 变调 不变调

词频 首k尾字频

表层声调存在组 ’$ + ’)’$k+*+ ’)’$k&(’
表层声调不存在组 ’’ ’( ’$)%k%+" ’$)%k’’*$

语音控制组 ’# ’# ""#&k%+" "%&(k’##"

笔画数0

表层声调存在组 ’+ ’+ "# "#
表层声调不存在组 ’& ’+ ’& ’&

语音控制组 ’% ’+ ’+ ’+

注$0所列笔画数为双字词的首字和尾字笔画数之和&此外!真词组和假词组分别加入了$#个填充词!以避免被试形成策略&填充词的声调组

合包含除"-$%$-$以外的所有可能的组合&因此!实验中真k假词组项目数分别为’"#个!所有项目数为"(#个&被试对填充项目的反应将

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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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 LNLT程序"J:HA1D=’m"m#"XW[D=0Y
CE0=]9bDHAC:H!"####呈现刺激材料&被试坐在计

算机前!眼睛距离屏幕约*#</!口对麦克风&实验

开始后!屏幕中央先出现一个)S*注视点!持续时

间约*##/A!)S*消失后在同一位置立即呈现刺激

项目&要求被试尽量快而准确地读出屏幕中心出现

的词&在对假词组进行命名时!要求被试把出现的

两个字看作一个词尽量快而准确地读出来&所有项

目的呈现时间均为’+##/A!消失后有(##/A的空白

再进入下一个项目&被试的反应时间为从项目出现

到麦克风探测到被试的发声之间的间隔时间&反应

的正误由主试根据被试反应记录&正式实验前!每
名被试进行’#个项目的练习并得到反馈结果&
!!为避免被试的反应中包含真假判断的成分!对
真词组和假词组分先后进行命名!中间有大约"分

钟间隔&顺序效应在被试间实现平衡!即第一个被

试先读真词再读假词!第二个被试则先读假词再读

真词!再下一个被试又调换过来&在每一组试验中

"真k假词#!所有材料随机呈现!中间休息’/1=&
#$"&结果与分析

!!有两名被试由于声音太小无法记录结果而被删

除!另有两名被试的错误率过高"n"*U#!其结果

也不进行分析!最后参与分析的被试数为"%人&用

<o$03的标准保留区间内数据!区间外数据作为

错误删除&加上错误反应!删除的数据占总数据量

的*9%U&
!!数据分析还发现!&#U以上的被试在两个项目

上出现错误!推测是由于这两个项目过于难读的缘

故!因此没有将这两个项目的反应进行统计&反应

时及错误率结果见表$&

表!&各个条件下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组别
真词 假词

变调 不变调 均值 变调 不变调 均值

反应时

表层声调存在组 )*% )(% )*’ ’#+& ’#*+ ’#&$

表层声调不存在组 )&) )%’ )&# ’#%* ’#%( ’#%*

语音控制组 )%+ )%( )%% ’#%( ’#&% ’#&#

均值 )%+ )*& ’#&" ’#%%

错误率

表层声调存在组 *9& ’9$ $9* ’$! (9$ +9&

表层声调不存在组 *9* "9) (9" %9% &9’ %9)

语音控制组 (9$ #9+ "9% +9% &9& +9"

均值 *9" ’9& )9( %9(

#$"$%&三因素方差分析!对反应时进行三因素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包括被试分析"!2#和项目分

析"!,#&结果显示!词类"真k假词#主效应在两种

分析中都显著!!2"’!"*#R’#&9+!"V#9#’!!,"’!
’%%#R$()9)!"V#9#’&变调主效应在被试分析显

著!!2"’!"*#R’(9%$!"V#9#’,项目分析不显著!!,
"’!’%%#R"9(’!"n#9#*&表层声调主效应"表层

声调存在k不存在k控制组#在两种分析中都不显

著!!2""!*##R’9*’!"n#9#*!!,""!’%%#R#9()!"
n#9#*&
!!词类和变调的交互作用在两种分析中都不显

著!!2"’!"*#R’9&#!"n#9#*!!,"’!’%%#R#9#"&!"
n#9#*&说明被试对真词的命名显著快于假词&词

类和表层声调交互作用被试分析显著!!2""!*##R
&9(!"V#9#’,项目分析不显著!!,""!’%%#R’9&’!"
n#9#*&变调和表层声调交互作用被试分析显著!
!2""!*##R*9)%!"V#9#’,项目分析不显著!!,""!
’%%#R’9$)!"n#9#*&词类%变调与表层声调三重

交互作用在被试分析中显著!!2""!*##R%9(#!"V
#9#’,项目分析不显著!!,""!’%+#R#9+#!"n#9#*&
这说明几个因素间存在复杂的关系!需要进一步

检验&
#$"$#&简单交互作用检验!分别对真词%假词组进

行""变调%不变调#l$"表层声调存在%表层声调不

存在%语音控制组#的简单交互作用检验&以下简

单交互作用及简单效应的检验结果参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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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种效应及其显著性表$()%

组别
真词 假词

变调 不变调 变调效应X 变调 不变调 变调效应

表层声调存在组 "$!!+ ’*!! -’# -""! % -")!!

表层声调不存在组 ’’+ -$ -( ’ -’" +!

语音控制组 - - -’+!! - - -’

表层效应< ’"!! ’+!! -"$! ’+

注$0这两组数字是分别与语音控制组相减的结果&正数表示比控制组快!负数则慢&

X该列为变调组与不变调组相减的结果&正数表示变调组比不变调组快!负数则相反&

<该行是表层声调不存在组与表层声调存在组相减的结果&正数表示表层声调存在组比不存在组快!负数则相反&
!! "V#=#’!!"V#9#*&

!!从真词组的结果来看&变调主效应显著!!"’!
"*#R’)9&%!"V#9#’&表层声调主效应显著!!""!
*##R’(9)#!"V#9#’&多重比较发现表层声调存在

组分别和表层声调不存在组%控制组之间的差异达

到显著""V#9#’#&变调和表层声调交互作用不显

著!!""!*##R"9#’!"n#9#*&因此!无论是变调还

是不变调时!对表层声调存在的词命名都显著快于

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和语音控制组&由于表层声调

因素具有三个水平!进一步做变调效应在表层声调

上的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变调效应只在语音

控制组上显著!!"’!"*#R"#9"&!"V#9#’!在其它

水平上均不显著&这表明!对真实三声开头的词命

名要显著快于真实二声开头的词&而其它两组在变

调和不变调时命名速度没有差异&
!!假词组的结果和真词组存在较多的差别&假词

组中!变调主效应不显著!!"’!"*#R’9*"!"n
#9#*&表层声调主效应不显著!!""!*##R’9#$!"
n#9#*&变调和表层声调交互作用显著!!""!*##
R+9(’!"V#9#’&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变调效应在

语音控制组上不显著!说明对三声开头的假词和对

二声开头的假词在命名速度上没有差异&相反!变
调效应在表层声调存在组和表层声调不存在组上均

显著!!"’!"*#R’$9#*!"V#9#’!!"’!"*#R$9)*!"
R#9#*&很特别的是!表层声调存在的词在变调时

比不变调时命名速度慢!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在变

调时反而比不变调时命名速度快&这和真词条件下

的结果截然不同&从另一方面看!表层声调效应在

变调水平上差异显著!!""!*##R(9("!"V#9#*!在
不变调水平上差异不显著&说明在变调的情况下!
被试对三组词的命名速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错误率统计检验!对错误率进行三因素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词类主效应显著!!"’!"*#
R$)9*&!"V#9#’&变调主效应显著!!"’!"*#R

’+9%$!"V#9#’&表层声调主效应不显著!!""!*##
R’9*’!"n#9#*&词类和变调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R#9$*!"n#9#*&词类和表层声调交互作

用显著!!""!*##R(9"$!"V#9#*&变调和表层声

调交互作用显著!!""!*##R$9’"!"R#9#*&词类%
变调与表层声调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R
’9()!"n#9#*&这和反应时的结果基本一致&

$!综合讨论

!!研究采用命名任务!考察在书面文字的语音提

取过程中!连续变调的产生及其对语音提取的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语义背景"真k假词#下的变

化规律&实验结果显示!真假词阅读速度差异显著!
被试对真词的命名显著快于假词&说明语音提取中

有语义的参与!而且语义对词汇识别有促进作用&
无论阅读真词或假词!都表现出明显的变调现象!变
调发生率均大于)#U&说明流利普通话者具有三

声连续变调的意识!在语音提取中能自觉地发生变

调!而且这种发生不受三声字所在语境"有意义或

无意义#的影响&这一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
充分地体现了语言经验对语音提取机制的作用&
!!真词条件下!对控制组来说!不变调组"真实三

声#命名显著快于变调组"真实二声#&语音学研究

指出!虽然三声的调值为"’(!但在语流中!完全读

其本调的机会比较少&若后续音节为一%二%四或轻

声!则三声音节变为半三声!调值为"’’!半三声的

一个显著特点是短和低&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命名真

实三声快于真实二声&不同的是!无论是表层声调

存在的词还是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它们在变调

"二声#和不变调"三声#时的命名速度都没有显著

差异&推测在有语义支持的情况下!连续变调规则

的运用对这类词汇的语音提取起到了易化作用!从
而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设想!在变调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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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词汇的深层声调和表层声调都得到了激活!两
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干扰或竞争&但由于存在语义的

反馈!语义的作用掩盖了变调带来的延迟!因而易化

了语音的提取&
!!在假词条件下!结果却有很大不同&首先就控

制组而言!没有发现真实二声和真实三声的差异&
推测在没有语义支持的情况下!对词汇的识别必须

获得完整的表征!结果三声和二声的识别速度差异

不大!三声没有表现出原有的优势&此外!在表层声

调存在的词中!变调时的命名慢于不变调时的,而在

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中!变调时的命名却快于不变

调时的&经过仔细分析!发现对于表层声调存在词

的首字!其变调得到的二声所对应的字和它本身

"三 声#必 然 是 语 义 不 同 的 字"如)雨*kW8$k和
)鱼*kW8"k#&因此推测在特定的语境下!三声的字

变调成为二声!由于没有获得语义的支持!表层二声

和深层三声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或干扰&结果!变调

规则的运用造成了语音提取的延缓&相反!对于表

层声调不存在词的首字!其变调得到的二声虽然不

存在相对应的字!但是表层二声的语音只有在这类

词处于变调情景时才会被激活&也就是说!变调得

到的二声是和这类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损*的

深层三声kA8=$k和表层二声kA8="k#&我们将这种

情况定义为表层声调的)声调固着*&因此!推测

)声调固着*可能是对该类词的命名在变调时反而

快于不变调时的原因&综合来说!在没有语义支持

的情况下!变调规则的运用强烈地干扰了表层声调

存在的词的语音提取,而)声调固着*则易化了对表

层声调不存在的词的命名&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表层声调存在与否对语音

提取的影响&真词条件下!无论是变调还是不变调!
对表层声调存在的词的命名都快于表层声调不存在

的词!同时也快于控制组,而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和

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对于这一结果!可以从这三

组材料本身的差异来解释&表层声调不存在词的首

字音节比表层声调存在词的要少"表层声调不存在

词的首字家族中没有二声的字#!其音节频率也要

低于表层声调存在词的音节频率&所以推测在有语

义支持的情况下!命名速度的差异就体现了这种频

率的差异&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语义的作用能易

化对表层声调存在词的语音提取&因此!和表层声

调不存在词以及控制组相比!表层声调存在的词表

现出了更加显著的识别优势&
!!但在假词条件下!反应模式表现出不同&在不

需要变调的情况下!三组词在命名速度上没有显著

的差异&而在变调情况下!对表层声调存在词的命

名显著慢于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也显著慢于控制

组,表层声调不存在词和控制组之间没有差异&前

面提到!失去语义的支持!变调的发生将强烈干扰存

在表层声调的词的语音提取,而)声调固着*的作用

能易化对不存在表层声调的词的命名&因此推测正

是由于两者相反的作用方向!使得在变调情况下!对
两种词的命名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在不变调的情况

下!由于失去了语义的支持!两组材料在音节频率上

的差异得不到体现!所以在命名速度上没有显著

差异&
!!总之!对于表层声调存在的词来说!推测其表层

声调"二声#和深层声调"三声#都得到了激活!两者

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干扰!并通过语义对两者的

竞争进行调控&在语义支持存在的情况下!干扰被

很快地消解!易化语音的提取,失去语义支持后!干
扰的效应将严重地延缓对该类词的命名&而对于表

层声调不存在的词来说!)声调固着*的作用无论在

何种情况下都将易化对该类词的命名&引申一步

看!虽然汉语中有大量的同音字%语音变调情况存

在!但是在正常的言语表达中!却没有出现混淆或困

难&可以说!语义的区分性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语
义在语音的提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分析阅读的错误类型可以给前面的讨论提供进

一步的证据&在阅读假词时!被试出现的错误主要

有$"’#需变调时仍发出三声&可以看出在变调情

况下深层声调也是被激活的!而且很可能是深层声

调先激活!由深层的声调激活语义!再由语义的反馈

作用而获得表层声调-’.&由此看来!在变调情况下

两种声调必然存在竞争或干扰&""#词序颠倒!被

试先发第二个字的音&有研究表明-+.!在中文双字

词的加工中以系列加工为先!再转入平行加工&推

测在变调情况下!必然需要在序列加工之后平行加

工之前!对首字语音进行再修正&很可能首字的正

确语音是在获得尾字语音后才获得的&因此失去语

义的支持后!对首字发音的修正变得困难!就有可能

得不到首字的发音&"$#无法把握读音&这可能表

现了深层%表层声调相互干扰再加上无法对首字修

正的双重影响&此外!不变调时!阅读表层声调存在

词的错误率低于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真词$’9$U
V"9)U,假词$(9$U V&9’U#,而变调时!情况完

全相反!且在假词条件下表现最明显"真词$*9&U
n*9*U,假词$’$9#U n%9%U#&可见变调使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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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声调存在的词的语音提取变得困难!支持存在干

扰效应的解释,而变调并不会导致对表层声调不存

在的词的语音提取困难!支持存在)声调固着*易化

作用的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探讨的是视觉呈现的条

件下提取语音时发生的变调现象!这和自然言语

"包括方言#中的变调现象有所区别&很显然!前者

需要视觉文字经验的支持,而后者可以不受视觉文

字经验有无的影响&本研究旨在安排真%假词两种

不同语境!探讨语义信息有无对)变调*发生的影

响&通过)变调*这一特殊的现象!不仅探讨了变调

本身的发生规律!也反过来探讨了在语音提取过程

中语义的作用&本研究还区分出了可能影响变调发

生特点的其中一个因素"表层声调存在及不存在#!
结果表明这几个因素间的确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
虽然从字形识别到语音提取是一个复杂的且至今还

未完全明确的过程!它除了受到语义的影响!还会受

到因素"如双字词组合结构%词素间语义关系等#的

影响!但这些因素对语音提取或变调发生有怎样的

影响并不是本研究所要回答或所能解决的问题&这

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此外!本研究选取的被试是普通话流利而且具

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他们区别于语言能力尚在发

展的儿童%普通话不标准的成年人等群体!而不同人

群可能在变调发生及变化规律上存在差异&因此!
本研究 结 果 目 前 只 能 限 于 具 有 所 选 被 试 特 征 的

人群&
!!总之!经分析推测在加工表层声调存在的词时!
语义作用调控了表层和深层声调之间的竞争和干

扰&在加工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时!)声调固着*作

用易化了语音提取&阅读错误的分析也为讨论提供

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总!结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流利普通话者具有三声连续变调的意识!
而且变调的产生不受三声字所在语境的影响!真词

和假词条件下都存在明显的变调现象&

!!""#三声连续变调的发生!对词汇的语音提取

存在影响&但对不同类型的字!其影响方式存在差

异&对于表层声调存在的词!在有语义支持时!变调

能易化语音的提取&而在没有语义支持时!变调将

延缓语音的提取&对于表层声调不存在的词!无论

在何种语境下!变调都能易化语音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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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培训信息

!!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准备于"##$年底在北京举办心理测验资格培训班&主要推广以下几个量

表$最新修订的NN̂ e+"量表%非语文智力测验"\?fe+"#%基本认知能力测验%’%̂b%>]I+)#%艾森克人

格问卷".̂c#%焦虑量表%抑郁量表%临床记忆量表%职业兴趣测验&以上量表都有测量软件&考核合格!心
理所颁发心理测验资格证书&
!!二%"##(年第一季度将在北京开办为期’"天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高级研讨进修班&培训结束发结

业证!有论文评奖活动&以讲授与讨论病历相结合的方式讲授研讨以下内容$
!!心理医生临床工作原则%技巧%方法,认知疗法%人本主义疗法%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家庭心理治疗

等常用方法,神经症%脑功能开发与心理素质训练等&
!!三%"##(年初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多家医院于北京共同举办为期&天的神经心理康复高级研讨

班!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共同授课$研讨结束发结业证!有论文评奖活动&主要内容$言语障碍神经心理康复%
记忆障碍的神经心理康复%失用症和结构性障碍的康复%半球损伤机能障碍的康复%视空间机能障碍的康复%
功能康复效果评定&安排实习&
!!报名联系地址$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宁秀荣收&传真及电话$%(++&’%"&电子信箱$
=1=F3H56AW<E90<9<=&可上心理所网"MMM96AW<E90<9<=#下载或来信索取详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