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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海南岛尖峰岭地区热带珍贵树种母生、海南石梓人工林下种植经济作物益智、咖啡的

复合农林业系统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研究表明:复合系统能显著促进主林层乔木的生长 ,胸径生长速

度比对照地高出 43%～134% , 材积生长高出 18%～81% ,生物量高出 5%～86% ;生物量净积累量

9. 53～15. 23 t·hm- 2·a- 1, 为对照地的 1. 6～5. 1 倍;系统的光能利用率为 0. 78%～1. 26% , 为对

照样地的 1. 94～5. 04倍 ;同时系统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林下种植益智后的产值可达 1. 8～3 万元

·hm- 2·a- 1,为对照地的 5. 26～9. 82 倍,投入产出比为 1∶2. 93～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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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热带地区现代农林业复合体系类型多种多样,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错。如人工橡

胶林下间种药用植物砂仁( Amomum vil losum Lour. )后, 小气候得到改善 [ 1] , 促进了系统的生

物产量和营养元素积累量的增加
[ 2]

,并可改善森林土壤肥力
[ 3]
。本文对海南岛尖峰岭林区乡土

树种母生( H omalium hainanense Gagnep. )、海南石梓( Gmelina hainanensi s Oliv. )人工林下种

植经济作物益智( A lp inia oxyphy lla Miq. )、咖啡( Cof f ea arabica L. )等复合农林系统进行了

综合效益的初步评估。

母生, 又称红花天料木,主产于海南岛,为海南岛五大特类用材树种之一,其材质非常坚

硬,是上等的工业、建筑和家具用材,特别是船舶工业用材。该树种主要分布在热带混合雨林

中,人工栽植后的前 10 a,其生长表现尚可,但 10 a 后,其生长表现明显衰退,形成了热带地区

的小老头人工林,有学者对该衰退现象从栽培、生理、土壤、病虫害等方面作了研究
[ 4～8]

,也提

出了母生人工幼林出现早衰现象并非树种本身的特性,而属于造林中的生态技术问题。海南石

梓是海南岛的一类珍贵用材,其材性与世界名木柚木( T ectona grandis L. f . )相似,发展潜力

很大,但对其生态学和栽培特性等研究很少。益智属于姜科( Zing iberaceae)草本植物, 其蒴果

供药用,具有益脾胃、理元气、补肾虚滑沥的功效;而属于茜草科( Rubiaceae)灌木植物的咖啡,

则是世界上著名的饮料植物。

1　试验地概况和调查方法

　　试验地位于海南岛尖峰岭林区大凯林场中线公路 15 km 处的营林队附近,尖峰岭主峰西

坡海拔 200～300 m 处,自然植被类型为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年平均气温 24℃,≥10℃年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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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 680℃,年总辐射量 5 836. 48 M J·m
- 2·a

- 1,年降雨量1 700 mm ,其中雨季( 5～10月)的

雨量达 1 300 mm ,占全年雨量的 76%。有明显的旱季和雨季之分[ 9]。

该营林队的母生和海南石梓于 60年代中期种植, 70年代以来, 其生长有下降的趋势, 特

别是母生,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于 80 年代中期在林下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形成复合农林业系

统,主要类型有: 母生-益智林;母生-咖啡林;海南石梓-益智林;母生-芒果( Mangif er a indica

L. ) -益智林; 海南石梓-香蕉 ( M usa acuminata Co lla)林; 林中空地间种胡椒 ( P ip er nigr um

L. )、肉豆蔻( Myristica f ragr ans Hout t . )等,选择了前 3类模式开展调查,其样地概况见表 1。

表 1　样地概况

样地号 类　　型 种植年份
现存密度/

株(丛)·hm - 2
林　下　植　被　概　况

G-1 海南石梓+ 益智 海南石梓 1961

益智 1986

海南石梓: 169

益智: 2 193

乌墨、猫尾木、裸花紫珠等 20余种,量少,散布

　

G-2 海南石梓(对照) 海南石梓 1961 海南石梓: 313 闭鞘姜、黑面神、尖尾楠等 30多种,盖度 100% ,

高度0. 5～1 m

G-3 海南石梓+ 益智 海南石梓 1961

益智 1986

海南石梓: 263

益智: 2 667

野龙眼、飞机草、海岛棉等几种,量极少

　

H-1 母生+ 益智 母生 1965

益智 1986

母生: 484

益智: 2 204

羽芒菊等,量极少

　

H-2 母生(对照) 母生 1965 母生: 413 黑格、鸦胆子、飞机草等 10多种, 盖度 100% ,高

度 0. 3～0. 6 m

H-3 母生+ 益智 母生 1965

益智 1986

母生: 435

益智: 2 790

白茅等几种,量极少

　

HC -1 母生+ 咖啡 母生 1965

咖啡 1987

母生: 278

咖啡: 1 660

莎草、白茅、飞机草等,量极少

　

HC -2 母生(对照) 母生 1965 母生: 816 大沙叶、土密树、白茅等近 20种,盖度 60% ,高度

0. 3～0. 5 m

　　 植物学名:乌墨(S yzyg ium cumini ( L. ) S keels ) ,猫尾木( Dolichandrone cauda-f el ina ( Hance) Benth. et Hook . f . ) ,裸

花紫珠( Cal li carp a nud if lora Hook . et Arn. ) ,闭鞘姜( Costu s sp eciosus ( Koen . ) Sm. ) ,黑面神( B reynia f r uti cosa ( L. ) Hook.

f . ) ,尖尾楠( Phoebe tav oyana ( Meissn. ) Hook. f . ) ,野龙眼( Dimocarp us longan Lour ) ,飞机草( E up atorium od oratum L. ) ,海

岛棉( Gossyp ium bar bad ense L. ) , 羽芒菊( T ridax p rocumbens) ,黑格( A lbiz ia odorati ssima ( L. f . ) Benth . ) ,鸦胆子( B rucea

j avanica ( L. ) M err . ) ,白茅( I mp erata cyl ind ric a ( L. ) Beauv. var. maj or ( Nees ) C . E. Hub b. ex Hubb. et Vaugh an ) ,莎草

( Cyp erus sp. ) ,大沙叶( Aporosa chinensis ( Champ. ) Mer r. ) ,土密树(B ridel ia tomentosa Bl. )。

样地面积 600～1 200 m
2
, 各样地相距 100～200 m ,其自然条件和原生植被基本一致。样

树用红油漆在 1. 3 m 处进行标记, 于 1990年 3月和 1991年 1月调查了乔木胸径、树高,根据

平均木选取解析木,按径级选取生物量样木,并进行叶面积测定。益智调查株行距、每丛 1～3

年生的杆数、杆高、冠幅、每穗的果实粒数、平均穗长、每杆生物量、果重等参数;咖啡按灌木类

型测定生物量。生物量测定方法与前期的研究相同[ 10, 11]。凋落物的测定是在每个样地中设立

5～10个面积为 0. 25 m
2的小样方进行收集。

根据解析木和生物量样木资料, 拟合出 2个乔木树种优化的生物量、叶面积、材积和树高

估测模型为:

母生生物量: 树干 ms= 0. 035 815( D
2
H ) 0. 984 341　　树枝 mbr= 0. 001 548( D

2
H ) 1. 084 961

树叶 ml= 0. 001 201( D 2
H ) 0. 973 849

　　叶面积: A l= 0. 024 176 ( D
2
H )

0. 874 0 49
　　　　材积: V = 0. 000 018 05( D

2
H )

1. 094 826

　　　树高: H = 3. 820 337+ 0. 442 94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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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石梓生物量: 树干 ms= 0. 006 402( D
2
H ) 1. 141 543,树枝 mbr= 0. 000 243( D

2
H ) 1. 427 354

树叶 ml= 0. 000 005( D
2
H ) 1. 581 016

　　　　叶面积: A l= 0. 000 225( D
2
H )

1. 389 296
, 　　材积: V= 0. 000 153 28( D

2
H )

0. 818 629

　　　　　树高: 1/ H = 0. 052 534+ 0. 920 636/ D

2　结果分析

2. 1　间种经济作物后对上层乔木的生长影响

2. 1. 1　对胸径和树高生长的影响　海南石梓和母生人工林下种植经济作物后,明显地改善了

林内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林木的生长,对已处于衰退状态的母生而言, 其恢复生长情况尤其良

好。海南石梓样地内所有植株在调查期内的平均胸径增长幅度,种植经济作物地比对照样地高

出 43%～50%; 而母生样地则高出 74%～134%。图1从解析木的实例说明母生人工林在种植

经济作物后明显地提高了胸径的连年生长速度。由于母生和海南石梓的树高在 20 m 左右,高

生长基本停止,因此种植经济作物后对树高的生长促进作用不明显。

图 1　种植益智和咖啡后对母生胸径连年生长的促进作用

2. 1. 2　对材积生长的影响　在调查期间按林木平均单株材积计算的增长幅度是不相同的。一

般种植经济作物的样地比对照样地的增幅要高出 18%～81%, 如 G-3和 G-2高 28. 6%, H-1

比 H-2高 20. 2% , H-3比 H-2高 18. 2% , HC-1比 HC-2高 81. 3% ,种植经济作物对材积生长

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1. 3　生物量和年平均生物产量　同样, 由于林木的胸径和材积在种植有经济作物的样地比

对照样地都有较高幅度的增长,其生物量也有较高的增幅。乔木层地上部分生物量变化在 47

～135 t·hm
- 2
之间,调查期间年生物量增量变化 3～11 t·hm

- 2
·a

- 1
之间, 而调查期间的生

物量增长速率则是试验地比对照地高 5%～86%, 如 G-1 比 G-2 高 5. 7% , G-3比 G-2 高

32. 1% , H-1比 H-2高 85. 7%, H-3比 H-2高 19. 8% , HC-1比 HC-2高 78. 2%。

2. 2　经济作物的生长

2. 2. 1　生物量和生长量　从表 2可看出,益智的生物量达 8. 6～17. 1 t·hm
- 2

, 对作物草本

层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生物量指标,但咖啡因种植密度较低,枝叶也较稀疏,其生物量仅有

2. 39 t·hm
- 2
。生物净积累量各样地均高,益智达 4. 13～8. 85 t·hm

- 2
·a

- 1
,咖啡也达到了

1. 57 t·hm - 2·a- 1(不包括果实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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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样地经济作物的生物量和净积累量

样地号 作物名称 杆 叶 果 合　　计

G-1 益　智 6. 931 0/ 3. 424 8 2. 862 4/ 1. 652 2 0. 292 4/ 0. 291 4 10. 085 8/ 5. 368 4

G-3 益　智 12. 940 6/ 5. 570 7 3. 910 9/ 3. 020 0 0. 259 4/ 0. 259 4 17. 110 9/ 8. 850 1

H-1 益　智 5. 688 5/ 2. 442 9 2. 661 9/ 1. 487 8 0. 205 8/ 0. 205 8 8. 566 2/ 4. 136 5

H-3 益　智 8. 937 0/ 3. 129 8 3. 976 0/ 1. 801 2 0. 208 5/ 0. 208 5 13. 121 5/ 5. 139 5

C H-1 咖啡 (树干) 0. 497 6/ 0. 165 9 (树枝) 0. 715 2/ 0. 238 4 (树叶) 1. 165 9/ 1. 165 9 2. 378 7/ 1. 570 2

　　 含益智果柄重; 咖啡为灌木,调查期间为始果期,未测量花果质量。“/”左为生物量数据(单位: t·hm- 2) ,右为净积

累量数据(单位: t·h m- 2·a- 1)。

2. 2. 2　经济作物产量　经济作物产量的高低是直接反映

该作物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由于调查期内咖啡尚未结果,

因此只测定了 4个样地的益智产量, 结果表明, 益智的产量

可达880～1 250 kg·hm
- 2
·a

- 1
(表 3)。据调查,该营林队

的农户种植的益智单位面积平均产量为 843. 75 kg·hm
- 2

·a
- 1 ,与实际测定的结果基本相符。

表 3　益智收获量

样地号 鲜果质量/k g·hm- 2·a- 1

G-1 1 249. 74

G-3 1 108. 47

H-1 　879. 40

H-3 　891. 06

2. 3　效益评估

2. 3. 1　生态效益　本节拟从光能利用效益方面出发,来探讨这几类农林复合系统的生态效

益。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在尖峰岭的分布海拔范围为 50～300 m,据 20多年的气象观察结果,该

区域内的年平均总辐射量(入射短波光谱 0. 3～3 m)为 5 836 48 M J·m
- 2·a

- 1, 即 58 364

800 M J·hm
- 2
·a

- 1[ 9]
。但在总辐射量中,可用于光合作用的有效辐射( 400～700 nm)仅占总

辐射量的 40%
[ 12]
左右, 其余用于系统加热。因此可用于光合作用的有效辐射的平均值为 23

345 920 M J·hm
- 2·a

- 1。

各样地的生产力用植被系统固定的净第一性生产力 Pn来计算, Pn的测定公式如下:

Pn= B+ F + I g+ Ex

式中, B——前后两次生物量调查差值(单位: t·hm
- 2·a

- 1) ,本文用生物量的净积累量表

示; F——调查期间的凋落物量(单位: t·hm
- 2·a

- 1 ) ; I g——调查期间的第二性生物消耗量

( 单位: t·hm- 2·a- 1 ) ; Ex——调查期间的生物量输出, 如木材、果实等(单位: t·hm - 2·

a- 1)。

在本研究测定中, I g 部分的量未作测定; L 部分是估算的。估算的方法是根据林地的凋落

物现存量L 和群落的生物循环强度 V 的关系
[ 13]而计算: V = L / F。

表 4　各样地的凋落物现存量(L)和凋落物量( F)

项　　目
样　地　类　型

石梓+ 益智 石梓纯林 母生+ 益智 母生纯林 母生+ 咖啡 母生纯林

L / t·hm - 2 合计 3. 78 6. 01 2. 31 2. 76 1. 85 2. 61

枝 1. 75 2. 53 1. 19 1. 19 0. 73 1. 49

叶 2. 01 3. 46 1. 01 1. 54 1. 03 1. 08

花果 0. 02 0. 02 0. 11 0. 03 0. 09 0. 04

F / t·h m- 2·a- 1 合计 9. 45 15. 03 5. 78 6. 90 4. 63 6. 53

枝 4. 38 6. 33 2. 98 2. 98 1. 83 3. 73

叶 5. 03 9. 65 2. 53 3. 85 2. 58 2. 70

花果 0. 05 0. 05 0. 28 0. 08 0. 23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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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是作为实验和对照样地之间的比较, 其相对误差相同, 因此 V 值借用了样地周围

的热带半落叶季雨林生态系统的测定值( V = 0. 40) [ 9] , L 的测定见研究方法, 样本和资料的处

理同前期研究 [ 9]。根据 V 和L 值为估算年凋落物量 F 值。各样地的 L 和F 值见(上页)表 4。

Ex 项在本测定系统中,木材的输出没有,下层植物的益智每年输出3年生的秸杆和果实,

咖啡在调查期间尚未收果, 没有作计算。本次调查没有作热值的测定,乔木、灌木和草本的各器

官热值参照尖峰岭地区 83种植物热值测定中生物学特性等性状相近物种的平均值
[ 14, 15]

,花果

的热值参考 Larcher
[ 12]
。各样地固定的能量和光能利用率详见表 5。从表 5可看出,以净生产

力 Pn来计算,各群落对光能的利用率在 0. 83%～1. 85%之间,各样地之间表现的差异是种植

有经济作物的地段比没有种植的地段的光能利用率要高得多, 表明了复合体系在光能利用效

率方面的合理性。如果Pn中不包括凋落物部分,即按生产力的有效部分(生物量净积累量 B

和输出量 Ex )计算,则光能利用率为 0. 37%～1. 26之间,种植有经济作物的地段的光能利用

率是对照样地的 1. 94～5. 04倍。

表 5　各样地固定的太阳能和光能利用率 M J·hm- 2·a- 1

样地号
乔木层 B

固定能量

灌木草本层 B

固定能量(含 E x 项)

凋落物量F

固定能量

固定能量

合　计

光能利

用率%

为对照样

地倍数

不含凋落物量

光能利用率%

为对照样

地倍数

G-1 80 891. 94 101 570. 70 184 593. 57 367 056. 21 1. 57 0. 96 0. 78 2. 11

G-2 86 576. 31 - 293 408. 72 379 985. 04 1. 63 - 0. 37 -

G-3 80 341. 59 167 219. 74 184 593. 57 432 154. 90 1. 85 1. 13 1. 06 2. 86

H-1 215 815. 83 78 207. 72 112 941. 60 406 965. 15 1. 74 2. 10 1. 26 5. 04

H-2 58 169. 66 - 134 884. 62 193 054. 28 0. 83 - 0. 25 -

H-3 175 345. 50 97 144. 23 112 941. 60 385 431. 33 1. 65 1. 99 1. 17 4. 68

HC -1 168 182. 64 77 443. 37 89 778. 63 335 404. 64 1. 44 1. 33 1. 05 1. 94

HC -2 127 118. 45 - 125 784. 85 252 903. 30 1. 08 - 0. 54 -

2. 3. 2　经济效益　农林复合体系中经济作物的产品也受市场变化而使得其价格发生波动。例

如作为药用植物的益智果实, 1987年的收购价格为 24元·kg
- 1

(鲜果) , 1988年为 12～14元,

1990年降至 1元, 1991～1993年有所回升, 为 6～10元, 1994年以后基本稳定在 14～16 元。

尽管如此,农林复合体系的经济效益仍是非常好的。下表列出了调查样地的经济效益概算。木

材的价格, 母生为海南特类材, 现价格约 1 200 元·m- 3, 海南石梓为海南一类材,现价格约为

800元·m - 3,木材材积的年生长量按调查期间内的年生长量计算年产值; 益智按照 1994年以

后的稳定价格的平均值 15元·kg- 1计算, 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年投入资金, 据 1990 年和

1991年的调查, 其劳动力费用约为 3 500～4 000元(用于作物的抚育、除草、收获等) ;肥料费

用约为 300元,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因此按总投入 4 500元·hm
- 2
·a

- 1
计算投入产出比,详见

表 6。

从表 6可以看出, 种植有经济作物的地段的乔木层年产值一般比对照地段要高一些,对于

经济作物益智而言, 其系统毛收入达 1. 87～3. 04 万元,投入产出比达到了 1∶2. 93～1∶

4. 17,其产值比对照样地高出 5. 26～9. 82倍,可见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2. 3. 3　社会效益　作为当代林业发展的趋势之一, 复合农林业体系可有下列几个方面的社会

效益:一是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二是增加了种植业的多样性;三是发展了地方小型加工工业,

如益智和咖啡的深加工,既丰富了市场农产品的多样性和物资供给,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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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复合农林业系统的经济效益估算

样地号
乔木年平均生长量/

m3·hm- 2·a- 1

年产值/

元·hm- 2·a- 1

经济作物产量/

kg·hm- 2·a- 1

年产值 总产值

元·hm- 2·a- 1

为对照样

地倍数

经济作物

投入产出比

G-1 2. 110 641 1 688. 51 1 249. 74 18 746. 10 20 434. 61 9. 82 4. 17

G-2 2. 029 179 1 623. 34 - - 1 623. 34 - -

G-3 2. 615 272 2 092. 22 1 108. 47 16 627. 05 18 719. 27 8. 76 3. 69

H-1 14. 373 348 17 248. 02 　879. 40 13 191. 00 30 439. 02 5. 85 2. 93

H-2 3. 696 763 4 436. 12 - - 4 436. 12 - -

H-3 12. 056 460 14. 467. 75 　891. 06 13 365. 90 27 833. 65 5. 26 2. 97

HC -1 8. 167 362 9 800. 83 　NA NA 9 800. 83 NA NA

HC -2 7. 923 360 9 508. 03 - - 9 508. 03 - -

　　 计算对照样地倍数时已扣除种植作物的成本费用 4 500 元·hm- 2; N A:未测定和调查数据。

发展; 四是增加了就业机会, 据本次调查结果, 1 hm
2 的复合体系的林地可增加包括种植、加

工、运输、销售等2～3个就业机会。总之,良好地发展热带复合农林业,其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效

益均是很明显的。

3　讨　论

　　热带珍贵树种的人工林,由于其生长环境与天然林环境有较大的差异, 其生长表现差, 特

别是海南岛的 5个热带特类材之一的母生,对水分条件的要求比较严格[ 4] , 对土壤的要求较

高[ 5] , 林木的蒸腾作用较强[ 7] , 在旱季由于水分的不足,导致生长停滞, 甚至出现树叶枯萎现

象,从而导致了林木根系抵抗力的下降,一些病原菌侵蚀根系,是导致林木死亡的原因之一,死

亡率可达 30% [ 8]。尽管研究人员提出防止母生人工林出现早衰现象的主要措施包括选好造林

地、良种壮苗、深挖整地、合理的造林密度、抚育管理、种植混交林等 [ 6] , 然而前几条措施是营造

高生产力人工林的最基本条件,而种植混交林则是最关键、也是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措

施。本调查的结果显示,热带珍贵树种人工林下套种经济作物是解决早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

一,在母生和海南石梓人工林下种植益智,与对照样地相比,可促使目的树种的胸径生长提高

43%～134% ,材积生长提高 18%～81% ,生物量和净积累量提高 5%～86% ,特别是母生, 生

长状况又从早衰中恢复过来,因此极大地提高了人工林的生产力水平。

从生产力而言, 种植经济作物后有较大的提高, 净积累量达 9. 53～15. 23 t·hm
- 2
·a

- 1
,

为对照样地的 1. 6～5. 1倍。从光能利用率这一水平来看,间种经济作物的林地为对照样地的

1. 94～5. 04倍。但是在调查地区,由于其管理水平仍较落后, 这几类复合农林业系统的生物净

积累量水平还可提高,例如本次调查的几个系统仅为橡胶和砂仁间种复合系统净积累量的

39%～63%
[ 1]
。如果将系统的光能利用率提高到1. 5%以上, 则生产力水平将大大提高。因此,

提高管理水平, 包括上层乔木的合理密度、抚育管理、适时收获及收获方式、水肥管理等方面,

是更进一步提高复合农林业系统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间种经济作物由于种植后 3 a 左右即可产出, 具有短期的效益,对周期性较长的林业生产

特别是热带珍贵用材树种的栽培,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来源补充途径,在经济落的的地区尤其如

此,同时又充分地利用了林地资源和自然环境资源。本次调查的几个类型的结果表明,间种经

济作物益智后, 年产值可达 10 000～30 000元·hm
- 2, 与对照样地相比提高了 5. 26～9. 82

倍,投入产出比达 1∶2. 93～1∶4. 17(税前值) ,表现出较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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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enefits of Three Agroforestry Systems

in Jianfengling, Hainan Island

Li Y ide　Zeng Qingbo　Wu Zhongmin　Li Yanx iang　Zhou Guangy i　Chen Buf eng
( Th e Research In st itute of T ropical For est ry, CAF, 510520, Gu angzhou, Chin a)

　　Abstract　T 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benef it s of three agro fo rest ry sy stems in t ropical

area o f China. T he sy stems are the endem ic species H omalium hainanense plantation inter-

cr opping m edicine plant Alp inia oxyphyl la and co ffee, Gmel ina hainanensi s plantat ion inter-

cr opping A . oxyphyl la. The r 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grow th of the plantat ion was promoted

after inter-cropped the economic plants. For contrast ing w ith the control sites, the grow th

rates of t ree DBH, tim ber v olum e and biomass on the inter -cropped sites w ere higher over

43%～134%, 18%～81% and 5%～86% than those on the contr ol sites, respect iv ely . T he

net accumulat ion values o f biomass on the inter -cropped sites w ere 9. 53～15. 23 t·hm- 2·

a- 1, and these w ere 1. 6～5. 1 t imes of that on control sites. T he ut ilizing rates to solar

energy o f the sy stem s were also 1. 94～5. 04 times of the contro l sites and were up to 0. 78%

～1. 26%. T he agro for estr y systems possessed a high economic benef it w ith 18 700～30 400

Yuan RMB·hm- 2·a- 1 and w ere 5. 26～9. 82 t imes of that of the control sites. T he rat io for

input and output v alues of the sy stem s w ere higher to 1∶2. 93～1∶4. 17.

　　Key words　agroforestr y; benef it ; H omaliun hainanense; Gmelina hainanensis; A lp inia

oxyp hy 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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