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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青少年正视眼与近视眼调节微波动的差异及其

与波前像差的关系

乐融融!郑志利!宋佳丽!吕帆

!!&摘要'!背景!人眼在观察外界的物体时$调节反应呈现出持续波动状态( 青少年阶段是近视发生和

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研究这一人群的调节微波动的特点及眼球像差的分布情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近视的

发生和进展(!目的!研究持续阅读情况下青少年正视眼与近视眼调节微波动的差异及其与眼球像差之间

的关系$探讨产生微波动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近视发生和发展的影响(!方法!前瞻性对照研究( 纳入 3&%&)

3&%% 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进行定期眼科常规检查的 %3 f%5 岁青少年 58 人$包括正视者 %4 人

和近视者 (5 例$受试者均进行扩瞳后客观和主觉验光$然后根据受试者近 3 年来近视屈光度的变化情况将近

视眼分为初发性近视组 %7 例和进展性近视组 %) 例( 受试者分别在 35*(( 和 5& ,-距离处阅读计算机显示屏

上的文字$使用 gI@655&& 红外验光仪测量受试者阅读过程中的调节反应和调节微波动$每个注视距离检测
5 -02( 将测得的调节反应值经频谱傅里叶分析后将微波动能量按频率划分为低频段组分 "FEA# " & f

&K* Ĝ #*中频段组分 "@EA# "&K* f&K4 Ĝ #和高频段组分 "GEA# "%K& f%K8 Ĝ #进行计算和分析( 采用
06JR.,S波前像差仪测量受试者全眼像差$用 GY-]VRSU角膜地形图仪采集和计算角膜像差$比较正视眼组*初

发性近视组和进展性近视组受试眼调节反应*调节微波动和波前像差的差异$对受试者调节指标与波前像差

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在 35 ,-和 (( ,-的阅读距离下$正视眼组调节反应值分别为"3K)7P&K(5#"和
"3K%4P&K3)#"$明显高于进展性近视组的"3K88P&K((#"和"%K74P&K(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N&K&&3*

&K&&(#( 受试者的 FEA*@EA及 GEA随阅读距离的缩短而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阅读距离

N7K87&*

%8K3)&*3%K8&&$均 !O&K&%#$但仅 FEA值在 ( 个组间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分组

N8K%%5$!O&K&5#$其中进

展性近视眼组 FEA能量高于正视眼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5 ,-!!N&K&88+(( ,-!!N&K&(7+5& ,-!!N

&K&(3#$( 个组间 @EA以及 GEA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分组

N&K754*&K*73$均 !M&K&5#( 在 35 ,-和
(( ,-阅读距离下$FEA值与角膜彗差*眼内彗差*全眼总高阶像差和眼内总高阶像差间均呈正相关 "均
!O&K&5#$而 @EA和 GEA与像差间均无明显相关性(!结论!青少年正视眼的调节反应强于进展性近视眼$

而正视眼和初发性近视眼调节微波动能量小于进展性近视眼( 近距离阅读下$调节微波动中仅 FEA能量与

人眼的高阶像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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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观察静止的物体时$人眼的调节反应也
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约 &K5 "的范围内波动$称
为调节微波动

,%- ( 有研究提出$调节微波动可以影
响人眼屈光系统的焦深$可能在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 人眼焦深受多个因素的调
控$其中波前像差通过降低视网膜成像质量而影响
人眼的模糊感知$改变系统焦深的大小( 青少年阶
段是近视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研究这一特定人
群在近距离工作时的调节反应*调节微波动的特点
及其与人眼波前像差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探讨焦

深*成像质量在近视进展过程中的变化$为近视的预
防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B 资料与方法

B'B:资料
B'B'B :一般资料: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 纳入

3&%&)3&%% 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进行
定期眼科常规检查的 58 名青少年受试者$其中男 35
人$女 34 人+年龄 %3 f%5 岁$平均"%(K37P%K%8#岁(
所有受试者双眼进行检测$纳入符合试验条件的单眼$
若双眼均符合纳入标准则仅纳入右眼( 由同一医师对
受试者进行主觉验光及眼部检查( 根据既往检查的记
录及检查结果对受试者进行分组$其中正视眼组 %4
人$屈光度为h&K5& fe&K35 "+初发性近视组 %7 例$
距此次检查半年前的屈光度!e&K35 "$此次客观验光
屈光度"e&K5& "+进展性近视组 %) 例$此次检查屈光
度"e%K&& "$且近 3 年内每年近视度数进展!&K5& "(
所有受试者的柱镜度均 O&K)5 "$最佳矫正视力
均!5K&(排除标准!有眼部外伤史*手术史*近期角膜
接触镜配戴史者( 受试者基本信息见表 %( 本研究遵
循赫尔辛基宣言$所有受试者均自愿参加$受试者监护
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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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D 个组受试者人口基线特征比较

组别 人数
年龄

.

"FP>$岁#
性别

H

"男+女#
屈光度

.

"FP>$"#
正视眼组 %4 %(K&P%K3 %3 +) e&K&%P&K3

初发性近视组 %7 %(K8P%K& 7+%& e%K&%P&K(

进展性近视组 %) %(K*P%K% 5+%3 e(K*)P%K&

#\!3 %K5& 8K%8 %(%K(5
! &K3* &K%( O&K&%

!".!单因素方差分析+H!cS.R1=2 卡方检验#

B'B'8:主要仪器:0JR.,S波前像差仪 "美国 JR.,SU
JS,V2=;=X0S1公司#+GY-]VRSU计算机辅助角膜地形图
仪"德国 9S011公司#+#k68&& 综合验光仪"日本 J=],=2
公司 #+自 行 搭 建 的 调 节 微 波 动 测 量 系 统$包 含
gI@55&& 红外验光仪"日本 R̀.2Q BS0>=公司#和CBac
视标*k%&%& 笔记本电脑"日本 EY/01TY 公司#以及可调
节距离的支架"图 %I#( 笔记本电脑液晶屏分别置于受
试者眼前 35*(( 和 5& ,-$与之对应的 CBac设置的字
体大小分别为 4*%3 和 %8 ]T$( 种距离下视标对应的视
角均为 &K%5r$字体呈现速度为 %5& 个+-02$阅读材料为
与青少年阅读能力相匹配的趣味短文"图 %[#(

A B

a

b

c

图 B:调节微波动检测系统检测仪及示意图!I!调节微波动检测仪
[!调节微波动检测系统示意图!.为距离可调的支架$H 为gI@6
55&& 红外验光仪的测量窗口$,为显示 CBac视标的笔记本电脑

B'8:方法
收集受试者既往记录的屈光度数$通过此次的主觉

验光获得最佳矫正视力$并达到足够的屈光度矫正( 所
有受试者检查前 % V 开始配戴足矫眼镜$测量像差"分
别测量眼内像差及角膜像差#*瞳孔大小和调节反应$测
量顺序由计算机随机产生( 调节反应测量时$受试者分
别在 35*(( 和 5& ,-下进行 5 -02 的连续阅读$阅读顺
序由计算机随机产生$阅读过程中测量即时调节反应及
调节微波动$每一距离测量结束后$至少休息 5 -02(
B'D:测量参数
B'D'B:调节反应及调节微波动:使用自行设计的调
节微波动测量系统$用 gI@655&& 红外验光仪记录受
试者在 ( 个阅读距离下的即时调节反应和调节微波

动( 调节反应结果由验光仪直接提供$调节微波动结
果以微波动能量表示$即将调节反应值经过频谱分析
后得到各波段能量$用扩展傅里叶函数转化后将波动
能量 按 频 率 划 分 为 低 频 段 成 分 " ;=W \RSbYS2,U
,=-]=2S2T$FEA# " & f&K* Ĝ #*中频段成分 "-0QQ;S
\RSbYS2,U,=-]=2S2T$@EA#"&K* f&K4 Ĝ #和高频段成
分"V0XV \RSbYS2,U,=-]=2S2T$GEA#"%K& f%K8 Ĝ # ,(- (
每个阅读距离测量时间为 5 -02$每次测得所有数据按
时间平均分为 3& 段$每 %5 秒的测量值为 % 个独立片
段( 将每个片段的调节数据进行波谱分析$所得数据计
算的平均值即为该阅读距离下的调节微波动能量值

,8- (
B'D'8:波前像差
B'D'8'B:角膜像差:根据受试者角膜地形图结果转换
得到角膜像差$经过瞳孔偏移转化和球差校准$得到实际
角膜像差值( 每位受试者均测量 ( 次$取其平均值(
B'D'8'8:全眼像差:患者处在暗室内以使瞳孔扩大
至 * --$使用 GY-]VRSU角膜地形图仪测量角膜像差$
使用 06JR.,S波前像差分析仪测量全眼像差$将经过转
换后的*以入瞳中心为中心的角膜像差与全眼像差的
各 9SR20>S项进行矢量相减以获得前 ) 阶 (( 项"不包
括 A%*A3 和 A(#的 9SR20>S眼内像差值( 采用美国光
学协会委员会推荐的表示法以及波前像差的均方根值

对像差进行描述和分析
,5- ( 每位受试者测量 ( 次$取

其平均值(
B'D'8'D:眼内像差:由于本研究的角膜像差和全眼
像差均统一以入瞳中心"即瞳孔中心#为参考中心$因
此可以将全眼各项 9SR20>S像差值与角膜各项 9SR20>S
像差值进行矢量相减得到眼内像差(
B'J:统计学方法

采用 BcBB %*'&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
究中测量指标的数据资料经 g检验服从正态分布$以
FP>表示$组间均数经 FSZS2S检验方差齐( 采用均衡
分组单因素干预三水平试验设计$正视眼组*初发性近
视组和进展性近视组受试者在各阅读距离下调节反应

值的差异及受试眼像差的差异比较均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 个组受试者在不同阅读距离下 FEA*@EA和
GEA的总体差异比较采用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
多重比较均采用 FB"6"检验( 不同阅读距离下受试者
调节微波动与全眼像差*角膜像差*眼内像差的关系分
析采用cS.R1=2 线性相关分析( !O&K&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8:结果

8'B:受试者的调节反应及调节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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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B:各组受试者不同阅读距离视标测量的调节反
应值:在 35 ,-*(( ,-阅读距离下$( 个组调节反应值
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5K85$!O&K&%+#N
8K74$!O&K&5#$而在 5& ,-阅读距离下 ( 个组总体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N3K(5$!M&K&5#( 在 35 ,-*(( ,-
阅读距离下$进展性近视组受试者的调节反应均低于正
视眼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N&K&&3*&K&&(#"表 3#(

表 8:D 个组受试者在不同阅读距离下的调节反应值"!H"$!#

组别 人数
不同阅读距离的调节反应值

35 ,- (( ,- 5& ,-

正视眼组 %4 3K)7P&K(5 3K%4P&K3) %K8(P&K%7

初发性近视组 %7 3K*&P&K35 3K&(P&K%) %K(3P&K%)

进展性近视组 %) 3K88P&K((. %K74P&K(5. %K3*P&K((
# 5K85 8K74 3K(5
! O&K&% O&K&5 M&K&5

!注!与各自的正视眼组比较$.!O&K&%"单因素方差分析$FB"6"检验#

8'B'8:各组受试者不同阅读距离下调节微波动的变
化:所有受试者的 FEA*@EA及 GEA值随阅读距离的
缩短而增加$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阅读距离 N
7K87&*%8K3)&*3%K8&&$均 !O&K&%#$在 35*(( 和 5& ,-
阅读距离下$进展性近视组受试者平均 FEA值高于正
视眼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K&88* &K&(7*
&K&(3#( 在同一注视距离下$( 个组受试者的 @EA值
及 GEA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组 N&K754*&K*73$
均 !M&K&5#"表 ( f5#(

表 D:D 个组受试者在不同阅读距离下 GF@值"!H"$!8 I0\#

组别 人数
不同阅读距离下 FEA值

35 ,- (( ,- 5& ,-

正视眼组 %4 &K&8)P&K&3% &K&()P&K&%4 &K&35P&K&%(

初发性近视组 %7 &K&*(P&K&*3 &K&84P&K&(( &K&(4P&K&34

进展性近视组 %) &K&73P&K&84. &K&*8P&K&54. &K&8)P&K&37.

!注!#分组 N8K%%5$!O&K&5+#阅读距离 N7K87&$!O&K&%+#交互作用 N&K(%3$

!N&K)(8'与各自阅读距离下的正视眼组比较$.!O&K&5"重复测量两因

素方差分析$FB"6"检验#!FEA!低频段微波动能量

表 J:D 个组受试者在不同阅读距离下 >F@值"!H"$!8 I0\#

组别 人数
不同阅读距离下 @EA值

35 ,- (( ,- 5& ,-

正视眼组 %4 &K&%&P&K&&5 &K&&)P&K&&8 &K&&)P&K&&5

初发性近视组 %7 &K&&7P&K&&8 &K&&*P&K&&3 &K&&5P&K&&8

进展性近视组 %) &K&&4P&K&&5 &K&&)P&K&&8 &K&&*P&K&&8

!注!#分组 N&K754$!M&K&5+#阅读距离 N%8K3)&$!O&K&%+ #交互作用 N

&K5(4$!N&K57) "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 !@EA!中频段微波动

能量!

表 L:D 个组受试者在不同阅读注视距离下 0F@值"!H"$!8 I0\#

组别 人数
不同阅读距离下 GEA值

35 ,- (( ,- 5& ,-

正视眼组 %4 &K&&5P&K&&3 &K&&8P&K&&% &K&&(P&K&&3

初发性近视组 %7 &K&&5P&K&&3 &K&&8P&K&&3 &K&&3P&K&&3

进展性近视组 %) &K&&5P&K&&( &K&&8P&K&&3 &K&&3P&K&&%

!注!#分组 N&K*73$!M&K&5+#阅读距离 N3%K8&&$!O&K&%+ #交互作用 N

&K%&&$!N&K4&5"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GEA!高频段微波动能量

8'8:像差
在高阶像差中$以球差*彗差和三叶草差与视觉质

量关联最为密切( 8 阶以后$无论是角膜还是全眼的
高阶像差$随着阶数增加呈现出逐渐变小的趋势( 同
时$受试者的高阶像也表现出在较大个体差异$使得 8
阶以后的高阶像差逐渐趋于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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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所有受试者角膜像差各项 5*.#&3*系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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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所有受试者全眼像差各项 5*.#&3*系数平均值

8'8'B:各组受试者角膜像差变化!正视眼组受试者的
3 f) 阶角膜平均总像差"去除 A8 离焦项#*( f) 阶高阶
像差高于初发性近视组和进展性近视组$但总体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K%%$!N&K(8+#N&K)5$!N
&K87#( 此外$( 个组受试者的角膜球差"A%3#*彗差"A)
和A7 的平方和开根号#以及三叶草差"A* 和A4 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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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根号#总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K3)$!N
&K)*+#N&K%3$!N&K74+#N&K&*$!N&K45#"表 *#(

表 O:D 个组受试者角膜像差比较"!H"$!%#

组别 人数 球差 彗差 三叶草差 总像差 总高阶像差

正视眼组 %4 &K%7P&K%4 &K37P&K%) &K%*P&K%( %K%*P&K8& &K5&P&K%7

初发性近视组 %7 &K%*P&K%& &K3)P&K%4 &K%*P&K&* %K%%P&K(( &K8)P&K33

进展性近视组 %) &K%8P&K%( &K3*P&K%8 &K%5P&K&* %K&&P&K(% &K8%P&K%*
# &K3) &K%3 &K&* %K%% &K)5
! &K)* &K74 &K45 &K(8 &K87

!"单因素方差分析#

8'8'8:各组受试者全眼总像差变化!正视眼组*初发
性近视组和进展性近视组受试者的 3 f) 阶全眼平均总
像差"去除 A8 离焦项#及 ( f) 阶高阶像差总体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K78$!N&K88+#N&K)8$!N
&K87#+( 个组间受试者的角膜球差"A%3#*彗差"A) 和
A7 的平方和开根号#以及三叶草差"A* 和 A4 的平方和
开根号#总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K53$!N&K57+
#N%K78$!N&K%)+#N&K%4$!N&K7(#"表 )#(

表 P:D 个组受试者全眼总像差比较"!H"$!%#

组别 人数 球差 彗差 三叶草差 总像差 总高阶像差

正视眼组 %4 &K%7P&K&4 &K3&P&K&4 &K%7P&K%% &K)&P&K3* &K(4P&K&4

初发性近视组 %7 &K%8P&K%& &K3*P&K%3 &K3&P&K%8 &K*7P&K(8 &K8%P&K%)

进展性近视组 %) &K%%P&K&7 &K3)P&K%* &K3&P&K%( &K7(P&K83 &K8(P&K3&
# &K53 %K78 &K%4 &K78 &K)8
! &K57 &K%) &K7( &K88 &K87

!"单因素方差分析#

8'8'D:各组受试者眼内像差变化:正视眼组*初发性
近视组和进展性近组间受试者的 3 f) 阶平均总眼内
像差"去除 A8 离焦项#和眼内 ( f) 阶平均高阶像差
均接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K84$!N&K*3+
#N&K33$!N&K7% #( ( 个组间受试者的角膜球差
"A%3#*彗差"A) 和 A7 的平方和开根号#以及三叶草
差"A* 和 A4 的平方和开根号#总体差异比较均无统
计学意义 "#N&K(4$!N&K*7+#N&K&($!N&K4)+#N
&K)8$!N&K87#"表 7#(

表 Q:D 个组受试者眼内像差比较"!H"$!%#

组别 人数 球差 彗差 三叶草差 总像差 总高阶像差

正视眼组 %4 &K&%P&K3% &K85P&K3& &K(&P&K3% &K4*P&K(& &K*)P&K%7

初发性近视组 %7 e&K&%P&K%( &K85P&K34 &K35P&K%& %K&8P&K() &K*%P&K(%

进展性近视组 %) &K&3P&K%) &K83P&K3( &K34P&K%) %K&8P&K88 &K*3P&K38
# !&K(4 &K&( &K)8 &K84 &K33
! &K*7 &K4) &K87 &K*3 &K7%

!"单因素方差分析#

8'D:受试者各测量参数间的关系
在 35 ,-及 (( ,-阅读距离下$FEA值与角膜彗

差*眼内彗差*全眼总高阶像差和眼内总高阶像差均呈
中度正相关 " 35 ,-!$N&K()$!N&K&&+$N&K(8$!N
&K%(+$N&K34$!N&K&(+$N&K(&$!N&K&(K(( ,-!$N
&K(3$!N&K&3+$N&K(($!N&K&%+$N&K34$!N&K&(#$
FEA值与全眼彗差和眼内球差值均呈正相关 "$N
&K(3$!N&K&&+$N&K(4$!N&K&(#( 在 5& ,-阅读距离
下$FEA值与眼球各像差无相关性$而 @EA和 GEA值
与各像差间均无相关性(

D:讨论

本研究中测量了青少年正视眼和近视眼阅读状态

下的调节反应及调节微波动$结果显示青少年进展性
近视眼的调节反应显著低于正视眼$而调节微波动
FEA能量高于正视眼( 有研究发现$当进行阅读或者
注视单个静止视标时$近视眼的调节微波动均大于正
视眼

,3$*e)- ( 调节波动性可以反映出调节系统对离焦
的敏感性$若调节微波动异常增大$则系统需要接收更
多的离焦刺激才可以触发正常的调节反应$即调节滞
后( 有报道称近视眼对离焦的敏感性低于正视眼$模
糊敏感性下降是导致近视的潜在诱因

,7e4- ( 青少年正
视眼和近视眼调节反应及调节微波动的差异可能源自

其焦深不同$调节滞后*调节波动增大仅出现在青少年
进展性近视眼$但在初发性近视眼中未发现$提示这种
调节的变化可能是近视发展带来的后果而非近视发生

的原因( 此外$本研究中发现在正视眼*初发性近视眼
和进展性近视眼间 @EA和 GEA能量变化无明显差
别$波动能量的差异主要集中在 FEA$推测近视眼调节
反应低于正视眼$可能与调节信号传递的差异有关(
已有研究表明在调节微波动能量中$FEA能量随着外
界调节刺激的变化而改变$是调节控制系统中传递负
反馈信号的主要成分+而 @EA和 GEA则可能与人体
某些节律性活动$如脉搏带来的干扰信号有关 ,%&- (

虽然调节微波动理论的提出已经有 7& 年之久$但
是目前研究者们对其作用仍知之甚少( 不少学者认
为$调节微波动可能是调节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在建
立及维持视网膜成像中发挥重要作用

,%%- ( 在观察静
止的物体时$眼调节在波动过程中不断在视网膜产生
离焦信号$这些信号可为人眼调节系统提供负反馈信
息$维持调节的稳定性 ,7$%&- +而在观察动态物体时$调
节微波动可以为人眼的动态调节提供方向性线索

,%3- (
研究者认为$调节微波动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之间也
可能存在一定联系

,3- ( 调节波动变大时$即使调节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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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量处于正常范围$波动引起的远视性离焦也可能是
导致眼轴增长的诱因( 调节波动性也可以反映出调节
系统对离焦的敏感性$若调节微波动异常增大$则系统
需要接收更多的离焦刺激才可以触发正常的调节反

应( 此外$波动发生异常增大$还可引起视网膜成像稳
定性的下降$可能导致人眼向近视化方向发展 ,*- (

像差可以降低视觉系统的成像质量$使得人眼对
模糊信号的耐受能力增加$是影响系统焦深的因素之
一

,%(- ( .̀-HR.等 ,%8-
利用自适应光学系统改变人眼原

始波前像差的过程中发现$当额外波前像差引入人眼
后$调节微波动也有增加的趋势$推测进展性近视调节
微波动大于正视眼$可能与正视眼和近视眼本身像差
的差异有关( 然而$关于屈光度与像差的研究却不支
持这一观点( AVS2X等 ,%5-

研究发现$屈光度与眼球
( 阶*8 阶以及总高阶像差之间均不存在相关性$另外
一些研究虽然认为正视眼和近视眼像差存在差异$但
是哪一类像差更大尚无定论$甚至有学者认为近视眼
像差小于正视眼

,%*e%)- ( 本研究中对青少年的正视眼*
初发性近视眼和进展性近视眼角膜*眼内以及全眼像
差与各注视距离下调节变异度和调节微波动之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全眼像差与 35 ,-以及 (( ,-
下调节微波动 FEA能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而 ( 种研
究对象的角膜像差*眼内像差以及全眼像差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提示仅从像差的角度无法完全解释调节
微波动的变化(

本研究结果提示$与正视及近视初发期青少年相
比$近视进展期的青少年调节明显滞后$调节微波动增
大$而 ( 个组青少年眼内角膜及全眼像差无明显差别$
提示 ( 个组人群调节系统的这种差异受多个因素的影
响$仅从人眼波前像差的角度是无法完全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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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互联网 少̂年儿童眼健康管理###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第五届
少年儿童眼保健继教培训通知

!!互联网h少年儿童眼健康管理)))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第五届少年儿童眼保健继教培训将于 3&%5 年 4 月 %7)3& 日在天津
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三楼林少明国际报告厅举行( 会议将对话国内外少年儿童眼科与眼视光专家学者$探讨.互联网h/模式下的新
思维*新方式*新做法$助推基层少年儿童眼健康事业发展( 本次培训可获得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学分 * 分( 联系人!王老师*林老
师( 联系电话!&33e7)4(%7))*%(&(8()3*34(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5)%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5 年 7 月第 (( 卷第 7 期!AV02 _:<] #]VTV.;-=;$IYXY1T3&%5$a=;'(($D='7

Q2xvdWRWZXJzaW9uLQ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