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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矿物在地球表层分布广泛，与微生物的交

互作用十分常见。蒙脱石是土壤中常见的粘土矿

物，能与多种微生物发生交互作用，进而发生矿物结

构变化或矿物物相转化（H%&9，LKNL）。许多研究表

明，一些微生物能以蒙脱石矿物晶体八面体结构中

=*（"）作为其生化反应电子传递链的终端受体，将

其还原为=*（#），并进一步影响蒙脱石的结构和物

相。例 如，一 株 希 瓦 氏 菌（,-./"*.%%"+*.$0.*’$’
’12"$*:>BN）在LOP、常压、中性67值条件下与绿

脱石作用两周后，可使其发生明显的部分伊利石化，

并伴有蓝铁矿或菱铁矿的生成（A"1.1"%Q，LKKR）。

除 此 以 外，实 验 发 现 嗜 热 厌 氧 乙 醇 杆 菌（3-.24
(+"*".2+5"#1.2.1-"*+%$#&’）（S$2&9.1"%Q，LKKM）和

硫酸盐还原菌（6.’&%7+8$52$+)66Q）（T".1"%Q，LKKR）

均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绿脱石发生部分伊利石化。

然而，这些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实验材料绿脱石

属于富铁蒙脱石，在自然界中并不常见。贫铁蒙脱

石在自然界分布更为广泛（H%&9，LKNK）。尽管贫铁

蒙脱石晶体结构中的=*（"）也能与微生物发生作用

（A%)#U2.1"%Q，NVVV），但其作用后矿物结构变化情

况尚不明晰。微生物能否通过除还原=*（"）之外的

其他途径影响贫铁蒙脱石的结构与物相，成为粘土

矿物与微生物交互作用新的研究方向之一。

胶质芽孢杆菌（!"#$%%&’(&#$%")$*+’&’）是一类

土壤中常见的细菌，能够通过自身生命活动促进硅

酸盐矿物风化（连宾，NVVW；孙德四等，LKKO）。近期

研究表明，在胶质芽孢杆菌JKLO与贫铁蒙脱石在

JKP、常压条件下作用M天后，;"、D’等元素出现不

均衡溶出，矿物结构也出现一定变化（S$0.1"%Q，

LKNN），然而矿物微观结构在微生物作用下的具体变

化情况尚不明了。因此，本研究采用胶质芽孢杆菌

JKLM与贫铁蒙脱石进行交互作用实验，并在前人研

究基础上，改进反应条件，延长反应周期，以求更加

完整地反应胶质芽孢杆菌与蒙脱石交互作用的过

程，更加细致地探究胶质芽孢杆菌作用下贫铁蒙脱

石结构变化的情况，并为探索微生物与蒙脱石交互

作用的多种机制提供实验依据。

N 材料与方法

*Q* 实验材料

实验用细菌样品为胶质芽孢杆菌JKLM（!9(&4
#$%")$*+’&’JKLM），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

所提供，为典型的杆状菌。实验用矿物样品与朱云

等（LKNN）中采用的样品相同，为采自辽宁省建平县

的天然钙基蒙脱石。实验前将矿物样品XKP干燥L
$，研磨过LKK目筛，取筛下样品进行后续实验。

*Q+ 培养基

实验采用统一培养基，用于胶质芽孢杆菌活化培

养以及细菌与矿物交互作用介质。培养基成分组成

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微生物肥料

（EYWWLBLKKR）以及朱云等（LKNN）的基础上，经调整改

良而成。具体如下：蔗糖OZK9／T，酵母膏NZK9／T，

:9;[RKZLO9／T，AL7\[RKZL9／T，=*]’J·X7L[
O19／T，]2]’LNK19／T，调节67值至MZL$MZO。

*Q, 实验步骤

（N）活化菌种：配置培养基，NLNP高温灭菌LK
1"&，待冷却后取出，在无菌操作台上，向每NKK1T
培养基接种N$L1T冷藏菌液，于JOP，NOK+／1"&
条件下振荡培养N$L天，对菌种进行活化。

（L）设置细菌 矿物交互作用体系：采用培养基

作为反应体系介质，每OK1T培养基中加入N9矿

物粉末，NLNP高温灭菌LK1"&，菌矿实验组接种RK
1T活化N$L天菌液，同时加入NK1T灭菌新鲜培

养基，空白对照组加入OK1T无菌培养基，于JOP，

NOK+／1"&条件下振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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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测试：定期从各组均匀混合的悬浊液

中取!"#$%，其中&"#$%在’&&&&(／$)*的条件下

离心’&$)*，取&"+$%上清液梯度稀释#&倍，使用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012）测2)、03
元素含量；另取&"+$%，加入&"+45678溶液以

及’"9$%&":;生理盐水，沸水浴’&$)*裂解细

胞，冷却后离心，取’"9$%，加入&"<$%考马斯亮

蓝试剂测试体系总蛋白含量；余下+"=$%待静置沉

降’#$)*后测上清液>8值。

反应进行+&天后，收集固体产物，9&?下烘干，

研磨后进行显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4)@(A/BC,D）

测试、同步辐射E射线粉晶衍射（2D/EDF）测试、E
射线吸收近边结构（E0512）测试、扫描电子显微镜

（214）观察。

!G" 测试方法

根据改良考马斯亮蓝试剂蛋白测试法（HA(6*I
2J3)*KJ(，’::9），使用实验室LM/+’&+.-型分光光

度计在#:#、<#&*$处测吸光度并计算蛋白浓度。

标准测试曲线为!N+"’=&"’／"+O+"=’’，相关系数

平方（#+）为&G::=:，其 中"’、"+ 分 别 为 样 品 在

#:#、<#&*$处吸光度。

反应溶液中2)、03离子浓度，使用北京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7F,PQ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012）测得。微生物与矿物的形貌观察

在 北 京 大 学 地 球 与 空 间 科 学 学 院 RL05C0/
9#&B1P型场发射扫描电镜上完成。红外光谱分析

测试在北京大学化学学院5,-7%1C)5’&4E显微

红外光谱仪上进行，光谱范围为9&&!<&&&@$O’，

分辨率为<@$O’。

矿物的E射线衍射（EDF）分析以及E射线吸

收近 边 结 构 谱（E0512）在 上 海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S%’#L线站［!"#PJM，!&&$0，2)（’’’），束斑#&T
#&"$］进行。E射线衍射采用微区聚焦透射模式。

E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采用荧光模式，目标元素BJ
（U边），能量范围V&9+!V+’’"#JM，步距&"#JM，

信号采集时间+"&W。同步辐射光源测试数据采用

B)X+F、0XYJ*6等软件转化处理。

+ 结果与讨论

#G! 作用过程体系介质变化

+G’G’ >8值与体系总蛋白含量变化

在接种胶质芽孢杆菌!&+V的钙基蒙脱石体系

（-6!&+V）中，>8值由初始9"=下降至约#"+后达到

稳定，体系总蛋白含量从第V天后开始逐渐上升至

约#&$K／%，说明细菌在活化期间充分繁殖生长，产

生大量酸性代谢产物，接种进入矿物悬浊液后造成

体系>8值降低，活化后的细菌在钙基蒙脱石悬浊液

中适应一段时间后，充分繁殖生长。第+&天蛋白含

量有所回落，可能由于细菌繁殖数目过多，导致所需

生长代谢的空间、营养不足。在无菌体系中>8值始

终稳定在初始值V"&左右；蛋白含量基本维持在’#
$K／%以下（图’）。

图’ >8值（实线）与体系总蛋白含量（虚线）变化曲线

B)KG’ >8（Z[333)*J）6*IXAX63>(AXJ)*@A*@J*X(6X)A*
（3)*JAZI6WYJW）@[(\JW

+G’G+ 体系元素浓度变化

在接 种 胶 质 芽 孢 杆 菌 的 钙 基 蒙 脱 石 体 系

（-6!&+V）中，溶液中2)元素浓度逐渐上升至约<#
$K／%，之后逐渐降低至约+#$K／%，03元素浓度基

本维持在+$K／%以下；在未加细菌空白对照组中，

溶液中2)元素浓度基本维持约’#$K／%不变，03元

素浓度基本维持在+$K／%以下（图+）。由此可知，

胶质芽孢杆菌作用一段时间后，蒙脱石结构中2)元

素发生溶出，考虑初始时每’&&$%培养基中加入

’"&K蒙脱石样品，可计算得2)元素最大溶出率大

致为’"’#;，而03元素溶出量低于实验所用测试方

法最低检测限。

#G# 矿物结构变化

+G+G’ 显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经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的矿物样品（-6!&+V）与

空白对照组具有类似的特征峰分布，与蒙脱石矿物

晶体结构中的化学键振动相对应。7—8与层间

8+7的伸缩振动出现于高频区!9#&!!<&&@$O’，

其中!9+&@$O’处较强吸收峰归属于7—8伸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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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体系上清液"#（实线）、$%（虚线）元素含量变化

&#’(! "#%#)*+（,-%%%#+.）/+0/%-1#+-1（%#+.*,0/23.2）

)*+).+45/4#*+#+43.2-6.5+/4/+4

动；在7899)1:;附近的吸收带对应层间水分子<—

=—<的伸缩振动。中频区;>7?)1:;处的峰则由

<—=—< 的 弯 曲 振 动 引 起；;989)1:;与;9@9
)1:;附近的吸收峰分别由蒙脱石中平行层与垂直层

的"#—=伸缩振动引起（彭文世等，;A@!）。内层

=—<摆动 体 现 在A;9)1:;附 近，同 时 也 与$%—

=<—$%的振动有关（B-/05*2/+0C-0.D，!99>）。

值得注意的是，实验中，钙基蒙脱石体系经胶质

芽孢杆菌作用后矿物样品在7799!7899)1:;范围

内出现的峰带强度增加、峰宽变窄可能为新峰与原

有特征峰叠加造成，说明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影响了

钙基蒙脱石=—<与层间<!=分布；经胶质芽孢杆

菌作用后矿物样品在;987)1:;与;9@!)1:;出现

两个并列的尖锐强峰，而空白对照组仅在;987)1:;

处出现一处强峰，说明经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矿物

晶体结构中硅氧四面体"#—=的平行层伸缩振动与

垂直层伸缩振动相对位置和强度发生了变化，蒙脱

石晶体结构内硅氧四面体对称性有所改变；另外，细

菌作用后的样品在!A!E)1:;处出现的吸收峰与脂

类B—< 的 伸 缩 振 动 有 关（"6.+)./+0F.%%.3.5，

!9;!），可能是由于胶质芽孢杆菌生长代谢的某些有

机产物吸附在矿物表面造成的（图7）。

!(!(! G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

钙基蒙脱石经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矿物样品

中&.的F边吸收谱最强峰的峰冠形态有明显变化，

在约E;!>.H处的峰冠明显变宽，且有向低能量区域

移动的趋势（图8）。G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谱线能

够反应蒙脱石中&.元素的价局域环境，谱线最强峰

图7 显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实验结果

&#’(7 &IJK26.)45-15.2-%42

图8 &.的F边G射线吸收近边结构测试结果

&#’(8 &.F.0’.G$LM"5.2-%42

峰冠的位置和形态则与配位原子的种类和数目、配

位原子与&.原子之间的距离有关：一般地，六次配

位的&.配位多面体对称性越好，峰冠区域越尖锐，

反之，配位原子缺失或配体扭曲畸变，峰冠区域越平

坦（N/O)3-+/2!"#$(，;A@7；H/+4.%*+!"#$(，

!997）。可以推测，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可能使&.元

素周围的"#、=原子位置畸变或溶蚀流失，使&.所

处的配位八面体畸变，对称性下降，造成蒙脱石局域

结构的改变。

!(!(7 G射线衍射图谱

实验所用样品的GKC分析结果显示，实验所用

的矿 物 主 要 为 天 然 钙 基 蒙 脱 石（PBPC&号;7Q
9;7?），其%99;（R+4）值约为;S?;+1，另含低温方

石英矿物（PBPC&号7AQ;8!?），其%;9;值约为9S898
+1。经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的样品（B/79!E）的主

要成分仍为钙基蒙脱石，其%99;（R+4）约为;S?;
+1，说明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蒙脱石层间距没有明

9EE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7!卷

 
 

 
 

 
 

 
 

 
 

 
 

 
 

 
 

 
 

 

 

 

 

 

 

 

  

 
 

 



显变化。然而，空白对照组样品的!!!"（#$%）半高宽

为!&"’$(，经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样品的!!!"
（#$%）半高宽变宽至!&)*$(，说明胶质芽孢杆菌作

用后蒙脱石的晶体结构部分破坏，结晶程度下降。

另外，样品!&++,$(处出现新的特征峰，经综合分

析，与 低 温 石 英（!-石 英）物 相 匹 配，对 应 其!"!"
（./.01号!,-!2’!）（图,）。

图, 同步辐射340图谱

1567, 84-3409:%%;<$=

)7)72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矿物样品表面形貌进行

观察发现，空白对照组样品呈片层结构且分布均匀，

经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矿物的片层出现

局部坍塌，一些区域矿物出现卷曲形态，可能是由蒙

脱石晶体结构中，硅氧四面体片层局部区域破坏，致

使周围结构扭曲变形所致，也可能由矿物层间不均

衡脱水造成（图>）。

!7" 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胶质芽孢杆菌与风化的石英二

长岩（?;:%@;<;A:A:(;BB5%;，含有石英、斜长石、钾长

石、蒙脱石、伊利石、高岭石、绿泥石等）在)CD，常压

条件下作用一段时间后，体系9E值从*&>下降至

>&C，固体组分的总重量减少，石英含量增加，其他矿

物含量减少，并有少量叶腊石、角闪石出现；并发现

胶质 芽 孢 杆 菌 作 用 能 够 加 速 岩 石 风 化（#F:$A
G5:$，)!""）。另有研究发现，一株嗜热菌与绿脱石

作用)+天后，有无定型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形成于生

物膜上，")!天后在样品中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到聚集

结晶形成的石英（H@:$6"#$%7，)!!*）。

在本研究中，胶质芽孢杆菌生长代谢产生的有

机酸造成蒙脱石局部区域的85等原子的溶蚀流失，

造成体系中85浓度先升高，在反应末期逐渐下降，同

时伴随蒙脱石晶体结构中硅氧四面体对称性、I—E
振动等发生变化，1;配位八面体对称性下降。同步

辐射340探测到新形成的低温石英（!-石英），极有

可能是进入体系溶液中的85元素首先沉淀形成无定

型或结晶度较低的二氧化硅颗粒，经一定时间聚集

结晶逐步形成。低温石英的形成可能也是造成反应

末期85体系元素浓度逐渐下降的原因。尽管原样品

中含有一定量低温方石英，由于低温方石英在常温

条 件下稳定，且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前后方石英物相

图> 扫描电镜照片

1567> 8J#<;=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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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峰相对强度基本不变，新形成的低温石英（!!石

英）中，"#元素应当主要来源于钙基蒙脱石。微生物

作用下在短时间内形成!!石英比较罕见，胶质芽孢

杆菌的某种作用可能加速了石英的结晶沉淀，具体

过程尚待进一步探究。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矿物样

品中的蒙脱石结晶程度下降，但其物相没有发生明

显转化，可能因为细菌与蒙脱石交互作用的区域有

限，蒙脱石晶体结构的影响发生在矿物局部。此时

蒙脱石晶体结构的整体框架仍然比较稳定，尚未发

生大面积的塌陷或改变（$%&’(!"#$)，*++,）。

- 结论

（.）胶质芽孢杆菌在含有蒙脱石矿物的新培养

基体系中充分生长繁殖，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其中包

含大量有机酸，使体系/0值下降至约12*，体系总

蛋白含量上升。

（*）介质/0值的改变与胶质芽孢杆菌在矿物

表面的活动，使得蒙脱石中部分离子不均衡溶出，其

中"#的溶出量相对34较高。

（-）元素"#是构建蒙脱石晶体结构骨架的重要

组分，局部的"#流失造成蒙脱石矿物结构局部发生

变化。红外光谱特征反映出，"#流失对硅氧四面体

对称性、5—0振动等造成明显影响。矿物中6’的

7边8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特征表明，胶质芽孢杆

菌作用蒙脱石后"#、34等原子的流失，造成蒙脱石中

6’配位八面体对称性下降。

（9）在胶质芽孢杆菌作用后的样品中出现低温

石英物相，可能由于蒙脱石中溶蚀进入溶液的"#元

素沉淀形成无定型或低结晶度的二氧化硅颗粒后，

进一步聚集结晶形成。

致谢 感谢上海光源:;.1<线站工作人员对于

本研究中同步辐射8=$和83>?"测试的大力协助。

!"#"$"%&"’

@%A&BCDEAF&$%&’(G)*++,)6GH=#FI’DJ#KAJ#CFCLJM’’IC4%J#CFCL
JM’CNJAM’&BA4DM’’JCL(AC4#F#J’!DO’NJ#J’P#JM/BCKB’DD#I’(AC4#F#QAR
J#CF［E］)@4ASDAF&@4AST#F’BA4D，19：."..)

$CFK0;)*+.*)@4AS!T#NBCU’#FJ’BANJ#CFDAF&#O/4#NAJ#CFDLCB’FI#R
BCFO’FJA4O#J#KAJ#CF［E］)?4’O’FJD，V（*）：..-"..V)

$CFK0;)*+.+)T#F’BA4!O#NBCU’#FJ’B’ANJ#CFD：AB’I#’P［E］)6BCFJ#’BD
CL?ABJM"N#’FN’，9（*）：.*W".9W)

$%&’(G，@%A&BCDEAF&6#CB’")*++,)HFJ’BDJBAJ#L#’&(AC4#F#J’!DO’NR
J#J’：>AJ%B’CLJM’4AS’BDAF&O’NMAF#DOCLDO’NJ#J’(AC4#F#QAJ#CF
［E］)3O’B#NAFT#F’BA4CK#DJ，X.：.1X".W+)

7#OEY，$CFK0;，"’AUA%KME，!"#$)*++9)=C4’CLO#NBCU’D#FJM’
DO’NJ#J’!JC!#44#J’B’ANJ#CF［E］)"N#’FN’，-+-（1,1X）：V-+"V-*)

7CDJ(AE?，0A’L’4’?，Z#’MP’K’B=，!"#$).XXX)=’D/#BAJ#CFAF&&#DR
DC4%J#CFCL#BCF（#）!NCFJA#F#FKN4ASO#F’BA4DUSUANJ’B#A［E］)?FI#R
BCFO’FJA4"N#’FN’AF&G’NMFC4CKS，--（.V）：-.*W"-.--)

;#[;，\MAFK@;，[AFKE，!"#$)*++9)$#DDC4%J#CFCLFCFJBCF#J’
>3%!*USAD%4LAJ’!B’&%N#FKUANJ’B#%O［E］)]’CNM#O#NA’J@CDR
OCNM#O#NA3NJA，,V：-*1."-*,+)

;#AF:#F).XXV)3DJ%&SCFMCPD#4#NAJ’UANJ’B#A][X*&#DDC4I’D/CJADD#R
%OLBCO#44#J’［E］)3NJAT#F’BA4CK#NA"#F#NA，.V（*）：*-9"*-W（#F
@M#F’D’P#JM?FK4#DMAUDJBANJ）)

TC::AF&;#AF:)*+.+)HFJ’BANJ#CFDU’JP’’F%#&’$$()*(&’$#+’,-)()
AF&D#4#NAJ’O#F’BA4D（P’AJM’B’&A&AO’44#J’AF&L’4&D/AB）：Y’AJM’BR
#FKBAJ’，/BC&%NJD，AF&B’ANJ#CFO’NMAF#DOD［E］)@M#F’D’EC%BFA4CL
]’CNM’O#DJBS，-+：.VW".X*)

"/’FN’3AF&7’44’M’B: )̂*+.*)6G!H=D/’NJBCDNC/#NAFA4SD#DCL(AC4#F#J’!
O#NBCU#A4#FJ’BANJ#CFD［E］)Z#UBAJ#CFA4"/’NJBCDNC/S，,.：.1.".11)

"%F$’D#AF&\MAFK_#AFK)*++1)=’D’ABNMCFKBCPJMCLD#4#NAJ’UANJ’B#AAF&
JM’#B4’ANM#FKAF&&#DDC4%J#CFCLD#4#NCFAF&A4%O#F#%O#FD#4#NAJ’O#F’BA4D
［E］)T’JA4T#F’，X：-V"9+（#F@M#F’D’P#JM?FK4#DMAUDJBANJ）)

ZAFJ’4CF$，TCFJABK’D!̂’44’J#’B?，T#NMCJ;E，!"#$)*++-)HBCF&#DR
JB#U%J#CF#FJM’CNJAM’&BA4DM’’JCL&#CNJAM’&BA4DO’NJ#J’D)：3F6’
7!’&K’8!BASAUDCB/J#CFD/’NJBCDNC/SDJ%&S［E］)̂MSD#NDAF&@M’OR
#DJBSCLT#F’BA4D，-+：99"1-)

YASNM%FAD]3，3/J’&TEAF&:BCPFEB]?).XV-)8!BAS7!’&K’
AUDCB/J#CFD/’NJBACL6’O#F’BA4DAF&OC&’4NCO/C%F&D：>’AB!’&K’
DJB%NJ%B’［E］)̂ MSD#NDAF&@M’O#DJBSCLT#F’BA4D，.+：."X)

\MAFK]，$CFK0;，7#OEY，!"#$)*++W)T#NBCU#A4B’&%NJ#CFCL
DJB%NJ%BA46’-‘#FFCFJBCF#J’USAJM’BOC/M#4#NUANJ’B#%OAF&#JD
BC4’#F/BCOCJ#FKJM’DO’NJ#J’JC#44#J’B’ANJ#CF［E］)3O’B#NAFT#FR
’BA4CK#DJ，X*：.9..".9.X)

\M%[%F，@ACY’#QM’FK，;%3FM%A#，!"#$)*+..)3DJ%&SCLJM’#FJ’BR
ANJ#CFU’JP’’FOCFJOCB#44CF#J’AF&ADJBA#FCL%#&’$$()*(&’$#+’.
,-)()［E］)3NJA ’̂JBC4CK#NA’JT#F’BA4CK#NA，-+（.）：.*.".*,（#F
@M#F’D’P#JM?FK4#DMAUDJBANJ）)

\M%[，;#[，;%30，!"#$)*+..)"J%&SCLJM’HFJ’BAFJ#CFU’JP’’F
U’FJCF#J’AF&ADJBA#FCLUAN#44%DO%N#4AK#FCD%D［E］)@4ASDAF&@4AS
T#F’BA4D，1X（1）：1-V"191)

\CBGAF&"’4#FK’B\).XX,);#F’AB#QAJ#CFCLJM’UBA&LCB&/BCJ’#FADDAS
#FNB’AD’D#JDD’FD#J#I#JS：JM’CB’J#NA4AF&’a/’B#O’FJA4DJ%&#’D［E］)
3FA4SJ#NA4:#CNM’O#DJBS，*-,：-+*"-+V)

附中文参考文献

连 宾).XXV)硅酸盐细菌][X*对伊利石的解钾作用［E］)矿物学

报，.V（*）：*-9"*-W)
彭文世，刘高魁).XV*)矿物红外光谱图集［T］)北京：科学出版社，..".*)
孙德四，张 强)*++1)硅酸盐细菌生长及对硅酸盐矿物中硅铝的浸

溶［E］)金属矿山，X：-V"9+)
朱 云，曹维政，鲁安怀，等)*+..)胶质芽孢杆菌b蒙脱石相互作

用实验研究［E］)岩石矿物学杂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VV*!*++9)硅酸盐细菌菌种［"］)

*WW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