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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地震诱发典型滑坡的类型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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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汶川地震诱发的典型滑坡进行详细野外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滑坡的运动特点和运动方式的不同，将

滑坡分为4种基本类型：滑动型滑坡、滑动一流动型滑坡、坠落一滑动型滑坡及坠落一弹射一滑动型滑坡，其中滑

动型滑坡又按照滑动特点、物质组成特性以及滑体宏观破碎程度的不同，分为整体滑动型滑坡、碎裂滑动型滑坡和

碎屑滑动型滑坡，并通过不同类型的典型滑坡实例对每一类滑坡的基本特征，特别是运动特征及运动过程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地震滑坡的类型和特征，而且也为今后减轻和预防地震滑坡灾

害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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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一05—12，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8．0

级特大地震，约触发了15 000处滑坡等山地灾害，

估计直接造成2万人死亡[1]。其中，规模大于1 000

X 104 m3的滑坡和掩埋上百人的滑坡均达到数十余

处旧1，仅二ItJl I县城王家岩滑坡就掩埋了1 600多人，

而安县高川乡泉水村发生的规模达7．42×i08 m3

的大光包滑坡更是达到了我国历史地震滑坡规模之

最”o。此次地震引起的滑坡灾害数量之多、规模之

大、灾害之严重令世人震惊。

由于不同的地质地貌及坡体结构等条件对地震

的动力响应机制和响应方式有所不同，汶JlI地震滑

坡表现出了区别于一般滑坡灾害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的特征。正确认识地震滑坡的类型和特征是减轻和

预防地震滑坡灾害的基础。关于地震滑坡的类型和

特征，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如Keefer

D．V(2002)H1依据地震滑坡运动的特性、内部破裂

程度、地质环境和物质组成等，将地震滑坡分为3大

类：碎裂滑动型滑坡(disrupted landslides)、整体滑

动型滑坡(coherent landslides)以及侧向扩离和流动

型滑坡(1ateral spreads and flows)。周本刚等口。根据

我国西南地区的地震滑坡特点，将地震滑坡按其运

动方式划分为：推移式滑坡、牵引式滑坡、溜滑性滑

坡和崩塌性滑坡4大类。

对汶川地震滑坡，殷跃平⋯根据典型地震滑坡

表现出不同于常见滑坡的滑床特征，分为4种类型：

阶型滑坡、凸型滑坡、勺型崩滑和座落型(振胀型)

滑坡，并指出大量滑坡经历了初始斜坡(风化碎裂

岩体)一地震抛掷一撞击崩裂一高速滑流的作用过

程。许强∞o根据滑坡区的主要岩性，将地震滑坡分

为3种类型：硬岩类滑坡、软岩或硬岩表层剥皮型滑

坡、松散堆积物滑坡，又将硬岩类滑坡分为完整块状

岩体和近水平层状岩体的高位临空抛射型滑坡和中

陡倾角顺层斜坡的低位顺层滑坡2大类，并对每一

类地震滑坡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及实例分析说

明。孔纪名等。刊根据滑坡的运动及成因特点将汶

川地震滑坡分为震滑型和崩滑型2大类5个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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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每一类滑坡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这些均为

正确认识和预防地震滑坡灾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不同的划分标准，划分结果虽然不尽相同，但有

助于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认识地震滑坡这种灾害。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工作"o的基础上，根据汶川地震

滑坡的主要运动特点及运动方式，对地震诱发典型

滑坡的类型和特征进行系统研究。

1 地震典型滑坡的类型和特征

由于受斜坡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及坡体结构等

条件的影响，在汶川8．0级特大地震的作用下，出现

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滑坡，且表现出了与常见滑坡不

同的运动特点及失稳破坏方式。在对汶川典型地震

滑坡深入细致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滑坡的主要运动

特点和运动方式，将汶川地震诱发的典型滑坡分为

4种基本类型：滑动型滑坡、滑动一流动型滑坡、坠

落一滑动型滑坡及坠落一弹射一滑动型滑坡，其中

滑动型滑坡又按照滑动特点、物质组成特性以及滑

体宏观破碎程度的不同，分为整体滑动型滑坡、碎裂

滑动型滑坡和碎屑滑动型滑坡。

1．1滑动型滑坡

斜坡上部的岩土体在地震的作用下，发生整体

或碎裂、碎屑滑动，滑坡体的运动方式主要以滑动为

主。滑动型滑坡是汶川地震灾区最为发育的一类滑

坡。此类滑坡中，既有岩质滑坡，也有土质和岩土混

合质滑坡；既有浅层滑坡，也有深部滑坡。根据滑坡

的滑动特点、物质组成特性及滑体宏观破碎程度的

不同，又可以将滑动型滑坡分为整体滑动型滑坡、碎

裂滑动型滑坡和碎屑滑动型滑坡3种。

1．1．1整体滑动型滑坡

整体滑动型滑坡是指斜坡上部的岩土体在地震

的诱发作用下发生整体性滑动。该类滑坡一般规模

大，滑速快，运动过程中因滑速、滑向不一致易出现

明显分级、分块现象，但运动的整体性较好，前缘部

分滑体受阻挡后容易解体，伴随地震的作用容易在

河道内形成堰塞湖。

此类滑坡在汶川地震中较为常见，如文家坝滑

坡、林家坝滑坡、肖家桥滑坡、石板沟滑坡以及唐家

山滑坡、王家岩滑坡等。

1．文家坝滑坡：位于四川平武县南坝镇文家坝

村涪江一级支流石坎河的左岸，为一岩土混合质的

整体滑动型滑坡。

滑坡体纵向斜长约800 m，横向宽600 m，规模

约1 900×104 m3。滑坡前缘高程742 m，后缘高程

约为1 100 m，前后缘相对高差约400 m。原始斜坡

坡度300左右，原坡面发育有一系列冲沟，其中2条

已成为文家坝滑坡的侧向边界。滑坡主滑方向

NW320。，前缘滑动距离约150 m，堵断了石坎河，形

成了规模巨大的文家坝堰塞湖。滑坡体主要由第四

系黄色、黄褐色堆积层和寒武系油房组(e y)变质

砂岩和凝灰质砂岩组成。滑坡主后壁陡坎高度较

小，约1—3 m，中部陡坎高度相对较大。滑坡堆积

体形态整体完好，近似呈“方形”状堆积、铺洒在坡

面和石坎河河道上。滑坡体表面被一系列近于平行

的弧形张裂缝及滑坡台坎分割的较为松散，呈多级

阶梯状或陡坎状，而且坡面稀拉生长的植被仍然井

然有序(图1、图2)。这些特点显示了文家坝滑坡

整体启动，分级牵引下滑的运动特点。

归纳该滑坡的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整体启动阶段一分级牵引滑动阶段一受阻停滞堆积

阶段。具体过程为：在强地震的作用下，斜坡岩土体

沿着坡体内的强风化软弱界面整体启动；由于滑体

前缘具备较好的临空条件，在地震力的作用下，前缘

首先发生滑动，然后牵引中后部滑体逐次发生滑动；

当滑动到石坎河对岸受阻后，便停滞堆积下来，堵塞

了石坎河，形成了汶川地震中仅次于唐家山堰塞湖

的第二大堰塞湖(图3)。

2．肖家桥滑坡：位于安县茶坪乡茶坪河右岸，

为一岩质整体滑动型滑坡。滑坡处于茶坪河上游的

深山峡谷中，滑坡所在区属龙门山南段茶坪山的东

南坡，距汶川地震中心的距离约100 km。

肖家桥滑坡为一岩质顺层一切层整体滑动型滑

坡(图4、图5)，滑坡北东侧顺层滑动，南东侧切层

滑动，基岩岩性主要为二叠系阳新灰岩。实N：tt东

侧岩层产状：330。／45～50。，南东侧岩层倾角30。。

滑坡体斜长578 m，顺河宽277 m，规模约250×104

m3。主滑方向NW335。，前缘滑动距离约200 m，滑

坡堆积体深度最大达87 1i"1。该滑坡在地震作用下

沿强风化灰岩界面发生整体顺层一切层滑动，一直

滑至坡脚，堵断茶坪河形成堰塞湖，并向茶坪河左岸

爬高约40 m(图6)。因原岩风化强烈，节理、裂隙

极为发育，加之地震力的持续作用，滑坡后的石灰岩

体极为松散破碎。
。

3．林家坝滑坡：位于四川省平武县平通镇林家

坝村，为一堆积层整体滑动型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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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h

图1文家坝滑坡航片图

Fig 1 Aerhd photograph of Wenjiaba landslide

图3文家坝滑坡剖面示意图

Fk， ‰I⋯_l，kt I h⋯一IIl¨rⅥ’I州。11__I iⅢl_lsli,h

图2文家坝滑坡正视图(开挖导流渠后)

Fig 2 Front view of Wenjiaba landslide(after excavating the diversion channel)

图5肖家桥滑坡正视图(开挖导流渠后

Fig．5 Front view of Xi舯iiaqiao landslide

(after excavating the diversion channel)

图4肖家桥滑坡航片图

Fig．4 Aerial photograph of Xiaqiaqiao landslide

图6肖家桥滑坡剖面示意图

Fig．6 Section sketch map of Xiaojiaqiao landslide

图7林家坝滑坡正视图(开挖导流渠后)

Fig．7 Front view of Linjiaba landslide(after excavating the diversion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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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滑坡体长约1 000 111，宽303 In，滑坡规模530
×104 1113左右。滑坡前缘高程673 ill，原始斜坡坡

度39。。滑坡物质组成主要为松散堆积层，下伏基

岩为志留系炭质板岩、千枚岩、片岩。主滑方向

SE95。，主滑段宽度约100 In，前缘滑动距离约100

nl。在整体滑动的过程中，形成两级明显的滑坡平

台(图7～8)。滑体中上部结构较完整，滑体前缘部

分解体。滑坡体不仅堵断了涪江形成堰塞湖，而且

冲到了河流对岸的公路边坡约30 m高。

I．1．2碎裂滑动型滑坡

碎裂滑动型滑坡是指在滑动过程中，由于地震

波动振荡作用力的持续作用，发生松弛、碎裂，碎裂

的岩土体沿坡面或一定的结构面发生碎裂滑动。此

类滑坡一般碎裂程度较高，整体性较差，碎裂物一般

措至陡坡坡角或部分散落在坡面上，可以在相对平

缓的斜坡上滑行几十及百米远(图9)。

1．1．3碎屑滑动型滑坡

斜坡表面的松散土层或强风化岩体，在强震的

作用下，以岩屑或土屑的形式顺坡发生溜滑。此类

滑坡一般为浅表层滑坡，厚度多小于3 nl，破碎程度

高，分布范围广，常常成片分布，一般可以滑至陡坡

坡角，在相对平缓的斜坡上可滑行几米至几十米

(图10、图11)。

图8林家坝滑坡剖面示意图

Fig．8 S4x⋯Ⅲsketch map of Linjiaha lanqIslide

图9碎裂滑动型滑坡

Fig 9 Photos 0f
disnlpled landslides

田10岩屑滑动型滑坡

Fi§10 Photc^of rDck debfia land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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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滑动-流动型滑坡

斜坡上部的岩土体在地震中高速滑动启动后，

冲击到前方的谷坡发生碰撞、碎裂、解体，破碎岩体

沿前方的沟谷发生高速远程碎屑流动形成灾害。严

格地说，只有初始的高速滑动可以称其为滑坡，而后

的运动过程主要以碎屑流为主。此类滑坡通常发生

在较狭窄的沟谷陡坡上，滑床坡度也较陡(一般在

30。以上)，甚至较平直，一般滑坡范围大，滑速快，滑

程远，如果在地震中获得很大的初始动能，滑体物质

则有可能在沟谷中几经“折射”后再顺沟谷运动。

汶川地震滑坡中最为典型的滑动一流动型滑坡应属

汶川县映秀镇的牛圈沟滑坡。

牛圈沟滑坡：位于汶川县映秀镇(图12一图

17)。

该滑坡启动于映秀镇的何家山谷坡，何家山南

面为岷江支流牛圈沟，北东侧为牛圈沟支流莲花心

图11土屑滑动型滑坡

Fig l I Photos of soil debris landslides

图12牛圈沟滑坡滑源区 图13牛圈沟滑坡强烈撞击折射区

Fig 12 Souse⋯of Niujuangou landslide Fig 13 Kn(x,king and rcfmcling a"a of Niujuangou landslide

图14牛圈沟滑坡流动区

Fig．14 Flowing area of Niujuangou landslide

围15牛■沟滑坡堆积区

Fig．15 Deposit am of Niujuangou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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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滑坡后缘高程约l 540 ITI，原始斜坡坡度约400。

滑坡区主要由强风化的斜长花岗岩组成，启动滑坡

体的规模约260×104 m3。滑坡启动后，顺着莲花心

沟及牛圈沟运动至岷江河谷，相对高差近700 m，水

平运动距离约2．3 km，并形成堰塞湖。在运动过程

中，先启动的滑体与沟谷谷坡发生了多次碰撞、折

射、铲刮，大幅度地增加了沟道内运动的碎屑物。初

步估计堆积物总方量超过500×104 m3，地震后该沟

内已发生多次泥石流。

牛圈沟滑坡的运动及形成过程，可以大致分为

以下三个阶段(图18)：

1．滑动启动阶段

在强震的作用下，何家山谷坡上近260×104 m3

的花岗岩体沿强风化分界面从海拔1 540 m高程处

沿NE60。的方向瞬间启动。该滑坡距汶川地震理论

震中位置仅9 km左右，且位置较高，启动时获得了

极高的速度和动量。由于滑面较陡且平直，滑体前

围16莲花心沟与牛圈沟交汇处

Fig．16 Intewhan#0f Lianhuaxln讪q and NiqII∞"】valley

缘临空，因此，前缘几乎没有抗滑段，强风化界面发

育的主滑带即为快速滑移带，整个滑体基本同时启

动，发生高速滑动。

2．碰撞、折射、流动阶段

高速滑动的花岗岩体冲上莲花心沟一侧的坡体

上，与莲花心沟的坡体发生多次碰撞、折射、铲刮后，

最终返回莲花心沟沿SEl50。的方向以碎屑流的方

式顺沟高速滑行流动，在莲花心沟与牛圈沟交汇处

转向沿NE84。的方向继续流动。

3．停滞堆积阶段

在碎屑流高速运动的过程中，随着碎屑物的不

断增加，加之莲花心沟和牛圈沟的地形坡度逐渐变

缓，同时高速运动的碎屑流经过莲花心沟与牛圈沟

交汇处的跌水(图16>，损失了部分能量，最终导致

碎屑流的速度、能量逐渐降低，并最终在牛圈沟停滞

堆积下来。

1．3坠落一滑动型滑坡

图17牛圈沟滑坡形成的堰塞湖

n5
17 The landslide lake caused by NiujumⅧau landslide

距离，m

图18牛圈沟滑坡剖面示意图

Fis 18 Section sketch map of Niujuangou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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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陡斜坡上部的岩体，在地震中发生坠落，坠落

的岩体碎块石快速推动中下部坡面上的岩土体发生

滑动，形成滑坡。此类滑坡多发生在有宽阔谷地的

山坡上，斜坡多具有上陡下缓的台阶状形态，后缘崩

塌拉裂面近于直立，或残留危石，坡体中下部滑动痕

迹明显。汶川地震诱发的九峰村滑坡、沙坝村滑坡

等就是此类滑坡的典型代表。下面主要以九峰村滑

坡为例进行说明。

九峰村滑坡：位于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谢家

店子九峰村7组。

该滑坡体长约600 m，宽约270 m，方量约500

×104 m3。滑坡主滑方向SEl35。，前缘滑动距离约

400 m。滑坡体后缘高程约1 500 m，前缘高程1 199

m，相对高差约300 m。滑坡体所在的斜坡具有上陡

(400以上)下缓(21 o左右)的台阶状形态(图19～图

21)。滑坡体前方有较宽阔而平坦的谷地，即为谢

家店九峰村7组居民所在地。滑坡体主要由黑云正

长花岗岩和砾岩、砂岩、灰岩及表部黄褐色堆积土等

组成，基岩节理裂隙十分发育，风化强烈，力学强度

低，在强烈震动的作用下极易粉碎成碎块石和砂砾

石。该滑坡地震时堵断沙金河，形成堰塞湖。

根据灾害发生过程中不同部位物质的运动及堆

积特征，可将该滑坡划分为3个区，即后缘崩滑区、

整体滑移区和滑后堆积区(见图21)。后缘崩滑区

高程为1 350～1 540 m，上下高差约190 m，该区斜

坡坡度相对较陡，基岩风化强烈，裂隙极为发育，以

局部崩塌及小规模滑塌灾害为主。整体滑移区高程
1 260—1 350 m，该区主要为地貌上的凸出部位，剖

面上呈现明显的台阶状形态，该区坡体主要以整体

地齐头并进的方式进行滑移运动。滑后堆积区高程

大致为1 260～1 180 m，主要位于谢家店九峰村7

组居民所在的开阔谷地和沙金河河道。

分析滑坡的运动及形成过程可分为以下3个阶

段(见图21)：

1．后缘崩滑启动阶段

在强地震的作用下，坡体的波动振荡在斜坡岩

土体内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附加应力，从而在各种裂

隙及不连续面的端部附近产生了应力集中现象，引

起了裂隙及不连续面的不断扩展，致使滑坡区部分

岩体发生震动破裂，在坡度相对较陡的滑坡源区开

始出现小规模的崩塌滑动；崩滑区产生的崩滑体，因

其所处位置较高，且在持续的地震作用下，产生了较

高的速度和较大的动量。

2．整体启动滑移阶段

后缘崩滑体在地震持续作用下产生了较高的速

度和较大的动量，以大约33．6 m／s的速度撞击前进

方向上的凸出山坡，产生了强烈的冲撞和推动作用，

同时地震产生的推滑力作用于强度不断降低的斜坡

岩土体上，当临近滑床面两侧特别是锁固段的临近

滑床面两侧的岩土体所受的剪应力超过其抗剪强度

时，便激发滑坡体骤然而迅猛下滑，产生了更高的滑

坡速度。

3．滑后停滞堆积阶段

在高速滑行过程中，滑坡体在巨大的冲击力作

用下迅速解体，体积急剧增大，当运动到对岸受阻

后，便停滞堆积下来。

1．4坠落一弹射一滑动型滑坡

高陡斜坡上部的岩体，在地震中发生坠落，快速

运动的块石(体)由于斜坡中部凸起岩层阻挡而产

生弹射，弹射块石推动坡面的岩土体发生滑动，形成

滑坡。一般斜坡上部陡峻，下部相对较平缓，后缘崩

塌坠落裂面近于直立，或残留危石，斜坡中部有凸出

岩层，突出岩层下部局部坡体基本未受扰动，坡体下

部滑动痕迹明显。此类滑坡的典型实例如东河口滑

坡。

东河口滑坡：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红光乡

东河口村(图22)。

该滑坡体纵向斜长约1 000 m，横向宽600 m，

规模约1 500×104 m3。滑坡体所在的大坪山山顶

高程1 610 m，斜坡坡度400左右。滑坡体后缘高程

约1 380 m，前缘高程900 m，相对高差约480 m。滑

坡前缘滑动距离约2 km左右，在红石河和青竹江上

分别形成了100×104 m3余和300 X 104 m3多的堰

塞湖。滑坡区的地层主要为寒武系邱家河组e。。和

ez。地层，滑坡体中、下部岩性为深灰色一黑色中一

强风化炭硅质板岩、炭质绢云母石英千枚岩，上部岩

性为块状一透镜状白云质灰岩，裂隙发育，产状为

356。／__200。滑坡体后壁高陡、粗糙，崩滑区剪出口

下部坡体局部未被扰动。

按照东河口滑坡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大致可将

该滑坡划分为启程、近程和远程3个连续的运动阶

段(图23)。

1．启程坠落、滑动阶段

在强地震的作用下，坡体波动振荡，在斜坡岩土

体内形成的附加应力，使斜坡岩土体，特别是斜坡上

部石灰岩中原有裂隙、不连续面不断拉裂、迅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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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于贯通，高陡斜坡后缘的石灰岩体在地震力的

作用下首先开始坠落，并沿石灰岩与变质板岩的分

界处发生滑动(滑动方向为NE30。)，因其所处位置

图19九峰村滑坡正视图

Fig．19 Front view of Jiufengcun landslide

较高，且在地震持续的作用下，此阶段获得了较高的

滑动速度和较大的动量。

2．近程弹射、碰撞阶段

图20九峰村滑坡侧视图

Fig．20 Side view ofJiufengcun landslide

图2l九峰村滑坡剖面示意图

Fig．21 Section sketch map of Jiufengeun landslide

图22东河口滑坡正视固

Fig．22 Front view of DonIghekou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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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东河口滑坡剖面示意图

Fi昏23 Section sketch map of Donghekou landslide

因其剪出口位置较高，且剪出口处滑动床面向

上反翘，在启程坠落、滑动阶段已获得较高的速度和

较大的动量。当崩滑体崩落、滑动后，快速运动的块

石(体)被斜坡中部凸起岩层或滑坡对面坡体阻挡

产生弹射，崩滑体前缘向前凌空飞越至滑体北东侧

的沟谷，并与沟谷两侧坡体发生碰撞后转向。

3．远程滑动、流动堆积阶段

崩滑体与沟谷两侧坡体碰撞后，推动坡面的岩

土体沿沟谷转向(NE700)发生高速滑动及流动。此

阶段运动主要以高速滑动及碎屑流运动为主，滑体

内部已完全解体破碎，并形成碎屑与空气及少量水

(原沟谷中有水流)的混合体，混和体高速运动约2

km左右，受阻后停滞堆积下来。

2结语

在对汶川地震诱发的典型滑坡详细调查的基础

上，根据汶川地震滑坡的运动特点和运动方式的不

同，将地震滑坡分为4种基本类型：滑动型滑坡、滑

动一流动型滑坡、坠落一滑动型滑坡及坠落一弹射

一滑动型滑坡，其中滑动型滑坡又按照滑动特点及

滑体的宏观破碎程度的不同，分为整体滑动型滑坡、

碎裂滑动型滑坡和碎屑滑动型滑坡，并通过不同类

型的典型滑坡实例对每一类地震滑坡的基本特征，

特别是运动特征及运动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

析。这不仅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地震滑坡的类

型和特征，而且也为今后减轻和预防地震滑坡灾害

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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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5．12’’Wenchuan Earthquake

LI Xiuzhenl，-．KONG Jimin91’2

(1．Key Laboratory ofMountain Hazards and SuCace Processes，GAS，Chengdu 610041，China；

2．Institute of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GAS，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By investigating typical earthquake—induced landslides in the field，the landslides triggered by“5．12’’

Wenchuan earthquake were classified into 4 kinds of basic types：slide type landslides，slide—flow type landslides，

fall—slide type landslides and fall—eject—slide type 1andslides according to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s of the

landslides．Moreover．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liding and material composition of the landslides and mac—

ro disrupted degree of sliding mass，sliding landslides were classified into 3 kinds of secondary types：coherent

landslides，disrupted landslides and debris landslides．On the basis，basic characteristics，especially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sses for all types of landslides was thoroughly analyz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typical land—

slides cases。It is not only helpful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rthquake-in—

duced landslides，but also can provide a mitigation and prevention basis for future earthquake—induced landslides．

Key words：Wenchuan earthquake；earthquake—induced landslides；types；characteristics

消息1：《山地学报》网上投稿系统开始运行

尊敬的作者及审稿专家：《山地学报》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开通了，为了方便，本刊网上投稿系统网站名

有所改变，现更名为：WWW．sdxbl983．com，这将是本刊投入使用的正式网站名。作者投稿请登录站点http：／／

WW3q．sdxbl983．corn，投稿时请仔细阅读本刊来稿要求，并同时向编辑部寄交与电子文档一样的纸质稿一份。

我们的投稿系统网特别开辟了网上科普知识和考察游记栏，欢迎广大作者、读者赐稿。目前本系统处在试运

行阶段，希望提出改进意见，帮助我们使其更加完善。

(然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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