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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溶质扩散控制模型 *+ 方法对 ,-.$%/0 1 2 +3 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中显微组织演化过程进行了数值模

拟 1模拟结果表明，在温度梯度较高时，初生晶核间距无论大小，均可通过分枝或竞争生长而使一次胞晶4枝晶间距

得到调整 1在抽拉速度一定情况下，随着温度梯度增加，胞晶4枝晶间距减小，在温度梯度一定情况下，随着抽拉速

度增大，观察到胞晶4枝晶混合结构，混合结构区随温度梯增大而增大，模拟结果与实验观察相符合 1

关键词：,-.$%/0 1 2 +3 合金，定向凝固，组织演化，数值模拟

,*--：5!&&，5$’&6，5$(&7，&5%&8

" 9.:/-3：;<=.!#>?@A1 BCA1 DE

! F 引 言

定向凝固过程中，抽拉速度与温度梯度是两个

很重要的参数，对其凝固组织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

响 1目前，定向凝固技术在 ,-.+3 合金叶片铸造方面

的应用还不成熟，特别是在组织演化方面仍有许多

问题需要解决，虽然许多人已对 ,-.+3 合金定向凝固

组织演化进行了实验研究［!，#］，但是由于海绵钛的价

格居高不下，实验费用高，而且 ,-.+3 合金从液态冷

却时，经历了 G!!包晶反应等，其研究结果仍然是

比较零散的，迫切需要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 1
由于数值模拟凝固技术具有实验方法和理论方

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比如能够定量的研究凝固现

象、不受实验条件限制，成本低、可以直接显示凝固

内部发生的各种变化，因而数值模拟凝固技术已成

为研究凝固现象、特别是组织演化的一个重要手

段［)，$］1对于定向凝固显微组织演化的模拟，国内外

已进行了不同方法的研究［%—(］，例如，HIB00-EJBK 等

人［$］用相场法对 L-.$&/02 *A 合金快速定向凝固条

件下 胞 晶4平 面 晶 转 变 过 程 进 行 了 研 究，M/EJ 等

人［’］用 *B33A3/K +A0I:/0-IE（*+）方法对镍基高温合

金定向凝固过程进行了模拟 1在国内，也有一些人对

定向凝固组织演化过程进行了模拟［%，(］，但对 ,-.+3
合金定向凝固组织演化进行系统模拟尚未见报道 1
本文采用基于溶质扩散控制模型的 *+ 方法对 ,-.+3
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中显微组织演化过程进行了模

拟 1模型考虑了溶质在液、固相中的扩散，针对以往

溶质扩散计算进行了修正，在计算液、固相浓度场

时，利用浓度势的方法，使液固相浓度场计算得到统

一 1另外模型考虑了凝固过程中枝晶前沿存在着随

机的热扰动，并将这种随机的热扰动直接添加到固

液界面的迁移上，使得这种模型能更真实地反映凝

固的实际情况 1模拟时，初始成分选用了相图上发生

G!G N!（,-）转变的合金成分［O］1

# F 数学物理模型

模型建立在以下的假设基础上：!）材料的密度

为一个常数；#）在凝固过程中液体金属的流动可以

忽略；)）材料的物理性质随温度变化保持常数 1根据

上述假设可以建立下列方程 1
在温度场控制方程中，定向凝固条件常采用“冷

却温度近似法”［$］，即忽略体系的横向温度扩散而只

考虑存在纵向的一维温度扩散，由此，体系温度场可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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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式中，$ 为温度梯度；%& 为抽拉速度；!"（## ）为定

向凝固的体系参考温度 (
溶质传导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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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溶质浓度，( 为溶质扩散系数，下标 ’ 代

表固相或液相 (
将浓度场定义为浓度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为浓度势 (由此，（’）式可统一地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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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单元内之平均浓度，"# ! +- $ ’
+ ·#+ $（’ %

+- $ ’
+ ）·#* ；(. 为等效溶质扩散系数，当两个相邻单

元均为固相时 (. ! (+，否则

(. !
（ +.+(+ $（’ % +.+）(* $ +.$’+ (+ $（’ % +.$’+ ）(* ）

) ；

/& 为溶质分配系数 (
在固液界面处，溶质分配系数为一常数，

#!+ ! /& #!* (
其中，固液界面处溶质浓度 #!* 可根据相图求得

#!* ! ## $
（!! %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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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溶质初始浓度；$ 为 3455+6789"+9: 系

数；+（"，#）为表示曲率的各向异性函数；1 为液相

线斜率 (其中，固液界面处的曲率可按下式求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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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各向异性函数可由下式求得：

+（"，#）! ’ $%·=9+（/（# %"））( （*）

在界面迁移的过程中，固液界面长大速度 %!-
由固液两侧溶质扩散控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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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可求出固相分数增量为［’#］

%+ + !（’ $&（’ % )’））

? 32 $ 3" % 32 · 3" ·"&( )4 ·"&
4 ， （@）

式中，&为扰动振幅，它反映扰动对结果的作用，为

一个常数；%+ + 为每一时间步上的固相分数增量；32 ，

3" 分别为沿 2 和 " 方向上界面推进的速度；"& 为时

间步长（+）；’为一个随机小数 (
+-$’+，’ ! +-+ $%+ +， （’#）

式中，+- $ ’
+ 为第 - $ ’ 步时的固相分数；+-+ 为第 - 步

时的固相分数 (
同时固 相 分 数 增 量 也 要 满 足 溶 质 守 恒，"# !

+- $ ’
+ ·# + $（’ % +- $ ’

+ ）·#* ，"# 通过（/）式求得，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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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固相分数在每一个时间步长内的变化量不能超

过 #A)，根据（’#）式和（’’）式便可确定第 - $ ’ 步时

的固相分数 (

- A 模拟结果及分析

为了模拟凝固相为(相时 74BC 合金定向凝固

过程，将二维的计算区域剖分为 ’<# ? -## 个均匀正

方形网格，网格尺寸均为 2#"，热梯度（在垂直方向

变化）及抽拉速率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模拟区域的

左、右边及下端为浓度无扩散边界 (凝固过程中，假

定熔体内部无形核发生，在定向凝固底端植入晶核，

其优先结晶生长方向为〈’##〉(合金物性参数如表 ’
所示 (

表 ’ 74BC 合金相关的热物性参数［’-］

!D;E ’>-#

1;（E;FGH） % >A@

/& #A<-

(* ;（") ;+） -A# ? ’# % @

(+ ;（") ;+） -A# ? ’# % ’)

!;I" ’A2 ? ’# % *

根据 74BC 合金定向凝固显微组织形成规律，温

度梯度变化范围选用 2—’## E;""，抽拉速度范围

从平面凝固开始一直到形成胞晶;枝晶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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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核数量对凝固过程组织演化的影响

!"#$ 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中，形核参数对最终显

微组织形成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首先我们对形

核数量对凝固过程组织演化的影响进行了模拟 % 模

拟选用晶核数量为 &，’，(，)，*( %通过模拟，可观察到

几种现象：*）稳态生长；&）枝晶分枝；+）竞争生长 %
!",’-#$（./ % 0）合金在温度梯度 - 1233、抽拉速

度 45* 3326 下晶核数量对枝晶形貌的影响如图 *
所示，由 图 可 见，& 个 晶 核 时 的 初 生 晶 核 间 距 为

’44!3；’ 个晶核时初生晶核间距为 &44!3；*( 个晶

核时初生晶核间距为 -4!3%晶核数量较少时，最终

枝晶间距增加到 **’!3，而且二次枝晶较少（图 *
（.））；晶核数量增加到 ’，枝晶直接从底端植入的晶

核中形成，最终枝晶间距保持不变；晶核数量增加到

*(，经过竞争生长后，最终枝晶间距减少到 *44!3，

这说明二次枝晶的生长也是通过不断竞争而进行

的，而三次枝晶生长方向与定向凝固方向平行，并被

其他二次枝晶所阻碍 %
由以上模拟可见，在抽拉速度为45* 3326情况

图 * !",’-#$（./ % 0）合金在温度梯度 - 1233、抽拉速度 45* 3326 下晶核数量对显微组织晶演变过程的影响 （.）&；（7）’；

（8）*(

图 & !",’-#$（./ % 0）合金在晶核数量为 &、温度梯度 - 1233、抽拉速度为 45- 3326 下显微组织随时间的演变情况 （.）

459+ 6；（7）*5+4 6；（8）&5’* 6；（:）+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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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虽然凝固初始晶核间距不同，但是在随后的凝固

过程中，通过枝晶分枝或竞争生长而使一次枝晶间

距得到调节 !在其他条件与图 " 相同时，将抽拉速度

提高到 #$% &&’(，模拟结果如图 ) 和图 * 所示 !图 )
中，初始晶核间距为 +##!& 时，凝固 )$+" ( 后，一次

枝晶间距达到 "**!&! 图 * 中，初始晶核间距为 %#

!& 时，凝固 )$#* ( 后，一次枝晶间距达到 ""+!&!图

+ 显示了晶核数量对枝晶间距的影响曲线，由图可

见，抽拉速度较低或较高时，一次枝晶间距随晶核间

距变化趋势相同：晶核间距较大时，一次枝晶间距有

通过分枝而减小的趋势；晶核间距较小时，一次枝晶

间距有通过竞争生长而增大的趋势；晶核间距范围

在 "%#—*##!& 时，一次枝晶间距与植入晶核间距

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 !

图 * ,-.+%/0（12$ 3）合金在晶核数量为 "4、温度梯度 % 5’&&、抽拉速度为 #$% &&’( 下显微组织随时间的演变情况 （1）

"$#* (；（6）"$%* (；（7）)$#+ (；（8）*$"4 (

图 + 晶核数量对稳态初生间距的影响

!"#" 温度梯度对定向凝固过程组织演化的影响

为了模拟温度梯度对凝固过程组织演化的影

响，选用温度梯度范围为 %—"## 5’&&，抽拉速度范

围为 #$"—"$# &&’(，合金成分为 +%/0（12$ 3），植入

+ 个晶核 !

抽拉速度为 #$" &&’(，不同温度梯度下组织演

化过程如图 % 所示，由图可见，温度梯度较低时，凝

固形态为枝晶结构，在二次枝晶根部出现较高成分

的溶质，凝固过程中一次枝晶与二次枝晶分岔处明

显存在颈缩（图 %（1））；温度梯度增大到 "# 5’&& 时，

由于冷却速度增大，从底端晶核中直接分枝数量增

多，凝固形态为胞晶’枝晶混合结构（图 %（6））；温度

梯度增大到 )# 5’&&，为胞晶结构，但一次初生间距

明显减小（图 %（7））；温度梯度增加到 +# 5’&& 后，凝

固初始阶段，除可见由模拟区域底端 + 个晶核形核

生长的痕迹外，基本以平面生长，但随着平界面干扰

的出现，如溶质波动等，界面先出现凸起，形成胞晶，

胞晶间距进一步减小，同时，也可看见，胞晶之间开

始融合（图 %（8），（9））；当温度梯度增加到 "## 5’&&
时，由于界面波动很小，可看成以近平面方式凝固

（图 %（:））!
抽拉速度为 "$# &&’(、不同温度梯度下组织演

化过程如图 4 所示，由图可见，由于抽拉速度较高，

不论温度梯度多大，凝固形态均为枝晶 !温度梯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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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合金在晶核数量为 %、抽拉速度 ,*- ../0、不同温度梯度下的显微组织晶演变过程 （(）! 1/..；（2）

-, 1/..；（3）4, 1/..；（5）%, 1/..；（6）7, 1/..；（8）-,, 1/..

低时，凝固一段距离后，三次枝晶臂开始形成，并且

未被二 次 枝 晶 所 阻 碍，一 次 枝 晶 间 距 减 小（图 9
（(））；当温度梯度增大到 -, 1/.. 时，由于冷却速度

增大，一些三次枝晶直接在底端形成（图 9（2））；温

度梯度增大到 -! 1/..，从底端分枝及凝固过程中

分枝明显增多，一次枝晶间距减少到 74!.，同时观

察到相互平行两枝晶相邻面无二次枝晶或者出现很

少的二次枝晶（图 9（3）），这与文献［-%］中观察到现

象相符合；温度梯度增加到 :, 1/.. 后，可以看出，

三次枝晶全部在底端形成，一次枝晶间距进一步减

小（图 9（5）—（8））;
对抽拉速度为 ,*4! ../0，,*! ../0 下温度梯度

对组织演化影响进行模拟，得到温度梯度与枝晶间

距的关系图，如图 7 所示，由图可见，在抽拉速度一

定情况下，随着温度梯度增加，胞晶/枝晶间距减小，

另外，也看到，温度梯度大于 -, 1/.. 时，对于 !< =
,*- ../0，凝固界面形态主要为胞晶，胞晶间距明显

小于枝晶间距；对于 !< = -*, ../0，凝固界面形态主

要为枝晶，一次枝晶间距明显大于胞晶；!< 介于两

者之间时，为胞晶/枝晶混合结构，一次胞晶/枝晶间

距介于两者之间 ;
1>?@ 等人［-!］假设柱晶端为旋转抛物面，得到一

次胞晶/枝晶间距与温度梯度的关系：

!- = :（"" A""!）

" # ·$-/4， （-4）

式中，"" 为合金结晶温度间隔，"" = %&,（- A ’<）/
’<；""!为柱晶生长端部过冷度，在本模拟中，如果

不考虑潜热影响，可认为""!#,；$ 为柱晶尖端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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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合金在晶核数量为 %、抽拉速度 - ../0、不同温度梯度下的显微组织晶演变过程 （)）& 1/..；

（2）-3 1/..；（4）-& 1/..；（5）63 1/..；（7）&3 1/..；（8）-33 1/..

径，对低速枝晶生长，!"9 是一常数；!- 为一次胞晶/
枝晶间距 +

由（-9）式可见，在抽拉速度一定时，随着温度梯

度增大，柱晶一次间距减小，模拟结果与其相符合 +

!"!" 抽拉速度对凝固过程组织演化的影响

由上述模拟可见，温度梯度小于 -3 1/..，抽拉

速度大于 3:- ../0 时，凝固组织形态枝晶或者胞晶/
枝晶混合结构，而温度梯度高于 63 1/.. 时，凝固组

织随抽拉速度变化经历了胞晶!枝晶转变 +为此，本

节选用温度梯度为 -3 1/..，93 1/..，模拟了抽拉

速度对凝固过程组织演化的影响 + 图 ; 首先给出了

最终凝固形态为胞晶时的演化过程，由图可见，在显

示的计算框架内，在模拟区域底端，开始凝固阶段是

图 < 温度梯度 =# 对一次间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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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属于四个晶核的晶粒进行生长 ! 由于抽拉速度

较慢，整个固液界面可看作以近平面方式凝固，但各

晶粒间明显存在晶界 !随着凝固的进行，晶粒之间沟

槽深度明显增大，形成“凸起”，由于受成分过冷及扰

动的影响，胞晶首先在凸起边缘形成（图 "（#）），同

时我们也可看到，由于胞晶尖端附近溶质富集程度

增大和正的温度梯度，以及胞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

竞争生长，一些胞晶被淹没或被抑制生长，剩余胞晶

不断地向前方液相中生长，并逐渐粗化 !在生长一段

距离后，一些胞晶从其尖端分岔（图 "（$）），胞晶尖

端半径变小，其前沿液相溶质横向扩散距离变短，胞

晶间距逐渐变得均匀（图 "（%），（&））!
凝固组织随冷却速度的变化如图 ’ 所示 ! 抽拉

速度为 ()((* ++,- 时，凝固开始阶段，凝固界面首

先从所置入晶核开始生长，因而形成凸起，但由于抽

拉速度很小，由晶核形成的扰动随时间而减弱，固,
液界面逐渐变为平面，但凝固一段距离后，如果又出

现扰动，则由于固液界面前液中溶质浓度逐渐增大，

成分过冷作用凸现，扰动不会消失反而增大，首先出

现凸起（图 ’（#）），结合图 .（/），可以推断，凝固界面

在以平面生长过程中，一些凸起首先在平界面两端

开始形成并逐渐向平面中心发展，进而发生平,胞转

变；抽拉速度增加到 ()((. ++,- 时，由四个晶核形

成的晶粒凸起不会消失，相反在成分过冷作用下，逐

渐形成许多胞晶，由于抽拉速度小，过冷度小，胞晶

间距较小（图 ’（$））；抽拉速度增加到 ()(0 ++,- 时，

可以看到，由于冷却速度相对较大，在凸起边缘首先

出现的胞晶生长最早，很快抑制了其他胞晶长大，胞

晶数量减小（图 ’（%））；继续增加抽拉速度，虽然凸

起边缘胞晶生长较早，但由于凸起中间部位溶质向

两边扩散，所形成的胞晶成分过冷影响小，长大速度

更大，因而胞晶生长变得不均匀（图 ’（&））；增加抽

拉速度到 ()*. ++,- 时，由于胞晶是直接从底端植

入晶核中形成，胞晶数量增加（（图 ’（/））；将抽拉速

度增加到 ()1 ++,-，枝晶生长速度加快，出现规则的

枝晶结构 !

图 " 2345.67（#8 ! 9）合金在晶核数量为 5、温度梯度 *( :,++、抽拉速度为 ()(0 ++,- 下显微组织随时间的演变情况

（#）0()’; -；（$）1’)0* -；（%）.()’" -；（&）<1)’. -

上述模拟中，温度梯度较小时，固液界面形貌变

化较大，如果温度梯度增大，固液界面形貌随抽拉速

度如何变化呢？为此，模拟了温度梯度为 0( :,++
的情况 !由图 *( 可见，抽拉速度为 ()((*. ++,- 时，

从开始凝固阶段，由晶核形成的凸起逐渐减小，随着

凝固进行，固相成分逐渐均匀，在凝固 **0(!+ 时，

固相成分接近合金原始成分（图 *(（#）），这与 2377/=
等［*5］所述关于平面生长时特性相似，即界面溶质成

分均是逐步富集的，直至稳态；当抽拉速度增加到

()((. ++,- 时，凝固初期出现轻微凸起，但很快变为

平界面，在凝固 **((!+ 时，固液界面扰动增大，形

成浅胞（图 *(（$））；抽拉速度增加到 ()(0 ++,- 时，

凝固初期由晶核形成的凸起导致随后固液界面扰动

幅度逐渐增加，形成细小深胞 !但由于胞晶之间距离

较近，其间液相成分不高，一些胞晶逐渐合并，亚晶

界消失（图 *(（%））；抽拉速度增加到 ()(5 ++,- 以上

时，凝固初期，胞晶间即出现融合，以后随着固液界

面溶质成分增加，融合程度减小（图 *(（&））；抽拉速

5.(1 物 理 学 报 .< 卷



图 ! "#$%&’(（)* + ,）合金在晶核数量为 %、温度梯度 -. /011、不同抽拉速度下的显微组织晶演变过程 （)）

.2..- 1103；（4）.2..& 1103；（5）.2.6 1103；（7）.2-. 1103；（8）.2-& 1103；（9）.2: 1103

度增加到 .26 1103 后，由于冷却速度增加，胞晶间

液相成分增加，胞晶间距有所增加（图 -.（8），（9））+
"#$%&)* + ,’( 合金定向凝固组织的实验结果如

图 -- 所示，同时，测出了定向凝固试样在抽拉速度

为 : 1101#; 时，随凝固时间变化的液相中温度分

布，由此，计算出该加载功率下体系液相中的温度梯

度大约为 6-2< /011+由图可见，该初始成分合金的

液固转变过程对应!相的单相生长，当实验抽拉速

度为 .2..% 1103 时，固液界面较为模糊，这可归因

于慢的生长速度下，对流以及合金熔体与刚玉管间

发生反应生成污染物等的影响，但整个界面比较平

稳，!相粗大，并观察到两个!相晶粒的交界处胞晶

最早出现（图 --（)））；当抽拉速度增大至 .2.6 1103
时，可观察到!相固液界面完全失稳，形成细胞晶结

构，有些细胞晶还演化成胞状树枝晶，如图 --（4）所

示，这说明，在较高温度梯度下，!相存在平界面向

细胞晶的微观结构转变，由此可见，试验结果与温度

梯度较高时的模拟结果相符合 +
综合以上模拟结果及其对其他温度梯度下抽拉

速度影响所作的模拟，可以得出抽拉速度对柱状晶

间距的影响，如图 -6 所示 +计算间距时，凡平行于生

长方向的柱状晶均作考虑 +可以看出，上述曲线与文

献［-=］中实验结果（图 -:）相似 + 随着抽拉速度增

加，按晶体形态不同可将图分为三个区，即胞晶生长

区、胞晶0枝晶混合生长区、枝晶生长区 +在胞晶生长

区，胞晶臂间距随抽拉速度略有减小；在枝晶生长

区，枝晶臂间距随抽拉速度增加而减小；在胞晶0枝
晶混合生长区，柱状晶间距出现最大值 + 另外，由上

述模拟可见，在从平面!胞晶转变过程中，固液界面

扰动有两种方式引起：-）由不同晶核生长引起界面

&&.:& 期 王狂飞等："#$%&)* + , ’( 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中显微组织演化的计算机模拟



图 !" #$%&’()（*+ , -）合金在晶核数量为 &、温度梯度 ." /011、不同抽拉速度下的显微组织晶演变过程 （*）

"2""!’ 103；（4）"2""’ 1103；（5）"2". 1103；（6）"2"& 1103；（7）"2. 1103；（8）"2’ 1103

图 !! #$%&’()（*+ , -）合金不同生长速度下定向凝固组织 （*）!9 : "2""& 1103；（4）!9 : "2". 1103

扰动，这种扰动在温度梯度较低时尤为明显，形成的

胞晶间距相对较大；.）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扰动，如在

本模拟中平界面生长过程中，由随机数引起，而且主

要发生在温度梯度较高时，形成的胞晶间距相对

较小 ,
对于温度梯度为 !" /011，枝晶生长阶段，得出

;’"< 物 理 学 报 ’= 卷



图 !" 抽拉速度对柱状晶间距的影响

图 !# $%&’()*&"+&,-./%（01 2 3）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中抽拉速度

对柱状晶间距的影响［!(］

一次枝晶间距拟合方程

!! 4 !! " 5,-.
6 # 5,-"’， （!#）

其中 !! 4 !-"7( 8 !,5 # 2

这个拟合曲线与 9:;< 和 =%>?@;［!.］在稳态枝晶生

长时，推导的一次胞（枝）晶间距模型

!! 4 ’-# "$6!%
&( )
,

!A’

" 5!A"
6 # 5!A’ （!’）

相近似，只不过在现在的曲线中系数为 .-# 2

’ - 结 论

利用溶质扩散控制模型对 $%)* 合金定向凝固

过程中显微组织演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出如下

结论：

!- 通过晶核数量对枝晶形貌影响的模拟，表明

晶核数量对枝晶形貌有重要影响，抽拉速度较低或

较高时，一次枝晶间距随晶核间距变化趋势相同：晶

核间距较大时，一次枝晶间距有通过分枝而减小的

趋势；晶核间距较小时，一次枝晶间距有通过竞争生

长而增大的趋势；晶核间距范围在 !.,—#,,"B 时，

一次枝晶间距变化明显缩小 2
" - 通过温度梯度对组织演化影响的模拟，表明

在抽拉速度一定情况下，随着温度梯度增加，胞晶A
枝晶间距减小，另外，抽拉速度较小时，凝固界面形

态主要为胞晶，胞晶间距明显小于枝晶间距；抽拉速

度较大时，凝固界面形态主要为枝晶，一次枝晶间距

明显大于胞晶；抽拉速度介于两者之间时，主要为胞

晶A枝晶 混 合 结 构，一 次 胞 晶A枝 晶 间 距 介 于 两 者

之间 2
# - 通过抽拉速度对组织演化影响的模拟，表明

随着抽拉速度增大，凝固形态经历了平面!胞晶!
胞状树枝晶!树枝晶转变过程 2在从平界面!胞晶

转变阶段，温度梯度较高时，胞晶间距较小；在胞晶A
枝晶混合生长阶段，胞晶A枝晶间距往往不均匀，增

加形核数量有助于改善间距的不均匀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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