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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阐述 了国内外蓄冷式空调技术的发展情况以及主要的蓄冷技术

,

分析了不

同形式蓄冷技术的优缺
.

点
,

介绍了与蓄冷技术相适应的低温送风系统
,

提出了 当

前国内外蓄冷技术的研究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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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蓄冷技术应用研究发展概况

集中空调是重要的用 电大户
,

也是造成电

网峰谷负荷差的主要原因
.

而蓄冷空调则是解

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
.

在 70 年代初
,

由

于能源危机的出现
,

美国开始 了现代蓄热技术

的研究工作
,

制定 了蓄热 技术 研究 与发展规

划
。

其中
,

就包括昼夜蓄 热
、

蓄冷技术 的研究

项 目
.

19 8 7年美 国的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呼吁

在空调行业推广应用蓄冷技术来满足移峰填谷

的要求
.

有 40 多家电力公司实行奖励措施来

鼓励用户使用蓄冷技术进行移峰
.

从 19 90 年

起
,

开始对蓄 冷系统的优 化设计
、

控制和计算

机模拟
,

以及节能问题进行研究
。

19 8 6 年在美

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建立了能源工程研究所
,

并于 19 90 年 5 月开始了一个 3 年计划进行蓄

热技术 的研究
、

设计和测 试工作
,

这极大 地推

动了冰蓄冷空调技术的发展
。

为了推进蓄热技

术的发展
,

还成立了国际蓄热咨询应用研究 中

心
。

现在
,

蓄冷技术作为一种 电力负荷的调峰

手段
,

已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建筑物的空调和其

它工业工艺用冷上
.

在推广应用蓄冷技术的进程中
,

美 国电力

研究院 ( E P R )I 和美 国采 暖制冷空调工程师协

会 (SA H R A E )先后 出版 了《商 业蓄冷设计指

南》和《蓄冷设计指南》
.

除了积极推广应用蓄

冷技术外
,

SA H R A E 和 即R l 正在 进行低温送

风系统的新型冷却盘管和末端高诱导比散流器

的设计和应用研究
,

进一步 提 高冰蓄 冷 技 术

的应用效率
.

E PR I进行的一些研究 有力地说

明了从能源研究和环境效益角度讲
,

蓄冷技术

确实是一种系统节能方法
。

另外
,

美 国的一些

国家实验室和大学也在积极进行相关技术的研

究和产品的开发工作
,

不断地提高和改善蓄冷技

术应用的可靠性
,

并为用户提供广泛的技术任务
.

日本是在 80 年代初开始蓄冷技术研究工

作的
,

到了 1 9 8 5 年就已有 22 项工程 中应用了

冰蓄冷技术
.

日本 于 1988 年实行 了电力费用

的大幅度改动
,

这极大地促进 了蓄冷技术 的发

展
,

特别是冰蓄冷技术
.

冰蓄冷技术 已成功地

应用在建筑物的空调
、

水产品的加工 和储藏及

商品加工行 业
。

至 1993 年东京 电力区域 内采

用冰蓄冷系统的项 目已达到 31 6项
.

在英国
、

加拿大
、

德国
、

澳大利亚等国
,

蓄冷技术也得到

了应用
.

至 19 8 8 年
,

在北美
、

欧洲
、

澳大利亚和

日本 已有 7 20 多套冰蓄冷设备在运行
,

其中用

于空调的占 61 %
.

在我国
,

对于水蓄冷特别是利用地下蓄水

层蓄冷的研究已 经有较长 的历史
.

从 so 年代

中期
,

我国的科技人员就在积极倡导使用冰蓄

冷空调技术
.

在台湾省
,

蓄冷空调技术应用得

较早
,

发展也比较快
,

19 92 年有 33 个蓄冷空调

系统
,

到 1994 年底发展到 225 个
.

为推进蓄冷空调计算的发展
,

19 9 5年中国

节能协会成立了蓄冷空调研究中心
.

一些大专

院校也在积极从事蓄冷空调技术的研究工作
。

这对于促进我国新型空调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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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蓄冷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2 蓄冷的主要技术

2
.

1 水蓄冷技术

( l) 水蓄冷技术简介

水蓄冷是利用价格低廉
、

使用方便 的水作

为蓄冷介质
,

利用水的显热进行冷量储存的
.

它具有投资少
、

系统简单
、

维修方便
、

技术要求

低
、

可 以使用常规空调系统等优点
,

以 及在 冬

季还可以用于蓄热
.

在蓄冷技术应用 中
,

水蓄

冷技术的应用 比较广泛
,

概括地讲
,

水蓄 冷技

术具有以下特点 : ① 可 以使用 常规的 冷水机

组
,

也可以使用 吸收式制冷机组
,

并使其在 经

济状态下运行
.

② 适用于常规供冷系统的扩容

和改造
,

可以通过不增加制冷机组容量而达到

增加供冷容量的目的
。

③ 可以利用 消防水池
、

原有的蓄水设施或建筑物地下室等作为蓄冷容

器来降低初投资
。

④ 可以实现蓄热和蓄冷的双

重用途
.

⑤ 技术要求低
,

维修方便
,

无需特殊 的

技术培训
。

水蓄冷技术也有一些缺 点
,

如所需的蓄冷

池体积较大
,

蓄冷温差 较小
,

所需负荷不 宜太

大等
.

典型的间接水蓄冷系统如图 1所示
.

丫丫山乙址、 自` 崖 _
___

水水蓄冷罐罐

iii 月 1 . 内
·

” {{{

分配泵

制冷机泵

图 1 间接供冷的分层水蓄冷系统

为了提高蓄冷罐的蓄冷能力并满足供冷时

的要求
,

提高水蓄冷系统蓄冷效率
,

应当维持

尽可能大的蓄冷温差并防止储存冷水与回流热

水 的混合
.

为了实现这一 目的
,

蓄冷槽的形式

可 以采用多种方法
,

如 自然分层法
、

多蓄水罐

法
、

迷宫法
、

隔膜法等
.

.2 2 冰蓄冷技术

( l) 冰蓄冷技术简介

有色
·

7

冰蓄冷就是将水制成冰的方式
,

利用冰的

相变潜热进行冷量的储存
.

冰蓄冷的体积将比

水蓄冷所需 的体积小 得多
,

且 由于冰水 温度

低
,

在相同的空调 负荷下可减少冰水供应 量
.

同样
,

也可减少空调送风量
,

节省送 风机容 量

和降低噪音
.

由于送冰水量和送风量均减少
,

故可使供冰水管道和风管尺寸也相应减少
.

低

温冰水的另一特点是除湿能力强
,

使空调 区域

内相对湿度低
,

具有更好 的舒适性
,

从而提高

了空调品质
.

冰蓄冷系统也存在缺点 : 冰蓄冷的制冷主

机要求在冰水出 口端的温度低至 一 5 ℃
,

故使

制冷剂的蒸发温度降低
。

与一般主机出水温度

7 ℃ 相 比
,

制冷量将降至 60 % 左右
,

但 由于制

冰过程中冰水温度是逐渐降低的
,

若制冰开始

至结束
,

冰水平均温度均为 一 3 ℃
,

则制冷量约

为一般机组 的 68 %
.

另外
,

制冰运转时其 C O P

也有所下降
,

与制水主机相 比
,

其电耗净增加

19 %
.

而且由于制冰槽及冰水管路温度常低于

O℃
,

须增加绝热层厚度
,

以免发生外部结露和

减少漏热
。

常用制冰率来表示冰槽中冰的体积

份额
。

蓄冰系统的技术水 平要求较高
,

而且 冰

蓄冷系统的设计和控制比水蓄冷系统复杂得多
.

( 2) 冰蓄冷系统的分类及其基本特性

冰蓄冷系统及其制冰方式有很多种
,

根据

制冰方法分类
,

可以将冰蓄冷系统分 成静态制

冰和动态制冰
.

静态制冰 : 冰的制备和融化在同一位置进

行
,

蓄冰设备和制冰部件 为一体结构
.

具体形

式有冰盘管式 (外融冰式管外蓄冰 )
、

完全冻结

式 (内融冰式管外蓄冰 )
、

密封件蓄冰
。

完全冻结式蓄冰系统结构 比较简单
,

在蓄

冰罐内按一定方式分布 P V C 管
.

蓄冷时的控

制采用制冰时间
、

载冷剂温度
、

蓄冰槽水位三

种控制方式或其中的两种组合控制方式
.

在融

冰过程 中
,

主要靠紧贴 P V C 管外 已融化的水与

未融化的冰之间的对流或已融化水的导热来进

行传热
.

由于水的热传导系数较低
,

形成相 当

大的热阻
,

使得融冰较为缓慢
,

特别是在释 冷

末 期
,

冷量不 易释放
,

使载冷剂 出 口 温 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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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由于完全冻结式系统具有体积 比较小
、

结

构 简单
、

效 率较 高等优 点
,

使其 应用 非 常 普

遍
,

如美 国的 F a
cfo 公 司 以及 C a h n a c 公 司等

都是生产完全冻结式蓄冰系统的著名厂家
。

动态 制 冰 : 冰 的制 备和储存不 在 同一 位

置
,

制冰机和 蓄冰 槽相 对独 立
。

如制 冰滑落

式
、

冰晶式等
。

制冰滑落式蓄冰系统通过一特制的垂直板

片蒸发器 (制冰器 )与蓄冰槽联系起来
,

构成 冰

蓄冷系统
。

冰水供应管路在蒸发器上方将冷水

喷淋在蒸发器表面上
,

再落人到蓄 冰槽 内
,

部

分冷水在蒸发器上冻结
,

当冻结至相 当厚度 之

后
,

即被剥下
,

落人蓄冰槽 中
。

从制冷系统构成上考虑
,

有直接蒸 发式和

间接冷媒式
。

所谓直接蒸 发式
,

是指制冷系统

的蒸发器直接用作制冰元件
,

如盘管外蓄冰
、

制冰滑落式等 ; 而间接冷媒式是指利用制冷系

统的蒸发器冷却冷媒
,

再用冷媒来制冰
。

.2 3 共晶盐蓄冷技术

( l) 共晶盐蓄冷技术简介

除水以外
,

用于蓄 冷蓄热装置 的其他固液

相变材料是一些能在一定温度下凝固的无机盐

或一些盐类混合物的水溶液
,

一般称之为共晶

盐
。

1 9 73 年 T el k ` 博士在特拉华学 院的 节能

研究所设计建造了太阳能实验室
,

建成 了太 阳

能一号实验用太阳能暖房
.

T el k昭 选用硫酸钠

无水化合物作为蓄热相变材料
。

在 70
、

80 年

代
,

许多厂家开始生产太阳能蓄热材料
.

80 年

代
,

用于蓄冷的相变材料也相继 出现
,

它 们是

含有多种添加剂 的 aN 多0 4 10 H p 溶液 的多元

系统
。

自从 19 8 2 年 T

ansr
Ph a s e S ” emt nI e

.

安

装了第一台共晶盐蓄冷系统用于商业和工业大

楼的空调系统以来
,

截至 19 % 年底
,

全美 已经

安 装 了 8 0 多 套 相 变 材 料 蓄 能 系 统 (简 称

P C M 一 T E S 系统 )
,

占各种空调蓄冷系统的 4 %
.

(2) 共晶盐蓄冷系统的特点

由于共晶盐蓄冷系统蓄冷材料的特殊性
,

使其具有与其它蓄冷系统无法 比拟的特点 : ①

适用于传统空调改建为蓄冷空调 系统 ; 适合于

旧楼房空调系统的改建
.

② 共 品盐蓄冷材料 的

能 2 0 0 1年第 2 期

相变温度较高
,

与冰蓄冷系统相 比主机效率可

以提高 30 %
.

③ 因蓄 冷 系 统 工作 在 0 ℃ 以

上
,

所 以冷水侧可采用一般常规 冷水机组系统

设计方法
,

且与现有空调系统极易祸合
.

④ 由

于相变材料 的凝固温度 较高
,

系统 的压降 较

低
,

因此设计是 无需考虑管线的冻结 问题
,

给

设计带来许多方便
.

3 与冰蓄冷结合的低温送风技术

3
.

1 低温送风技术发展简述

5 0 年代
,

有 人提 出过低温送风概念
,

即在

送风系统中
,

主风道从传统的 12 一 14 ℃ 送风

温度改为 3 一 fl ℃ 的低温风送至风 口
,

再采用

引射或其他 的引风 诱导方 式
,

使送 风温度上

升
.

这样
,

可有效地减少通风管道的截面积尺

寸
,

降低房屋的层高
,

节省建筑费用或增 加有

效利用的空间
.

但长期 以来
,

受低温冷源 的限

制
,

低温送风技术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
.

只有

在 旧建筑的改建中
,

在 空间狭小
、

送风管道 布

置困难的情况下
,

才不得 已采用低温冷源
.

70

年代以来
,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 区在发展电力建

设 的同时
,

开展 了移峰填谷的用 电管理
,

冰蓄

冷技术和低温送风技术为 人们所重视
。

19 83

年
,

在美国能源部支持召开的
“

蓄 冷在 制冷工

程 中的应用
”

专题大型研 讨会上
,

重新提 出 了

在冰蓄冷应用的前提下低温送风空调系统的研

究和应用
。

19 8 8 年 EP R I 出版了低温送风设计

手册
,

书中涉及到 低温条 件下 空调系 统的通

风
、

传 热 机 理 以 至 工 程 设 计 的 应 用 技 术
.

AS H A R E 的学术年鉴 (AS H A R E T ar ns
.

) 中关

于低温送风系统的研究论文也大为增加
。

低温

送风正逐渐成为空调领域中研究的一个热点
.

3
.

2 与冰蓄冷结合的低温送风技术的特点

采 用 冰蓄 冷空调 系统
,

主机 出水温 度 从

7 一 12 ℃ 下降为 1 一 4 ℃
,

这就使空调 系统的

空气处理装置如空调箱
、

风机盘管
、

变风量 空

调器等也会发生较大变化
。

随着送风温度的降

低
,

去湿量也会相应增 加
,

末端装置所含 的风

机也会因送风温差及送风烩差的增加而减少其

送风量
.

同时
,

与之相应的通风管路
、

空 气散

流器也会随风量的减少而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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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温送风系统中
,

冷冻水温度的下降
,

使 另外
,

如何防止室内空气和温度 的分布不均匀

送风 口温差 由常规空气调节系统 的 8 一 10 ℃ 而引起 的冷风感
,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

提高至 12 一 18 ℃
.

相应地 由于换热器冷水盘 4 当前蓄冷技术研究的热点及展望

管表面温度的下降使其去湿量大大增加
。

送风 当前
,

蓄冷技术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向
:

烩 差 由 常规 空 调 的 14 一 2 0k kJ/ g
,

增 加 至 ( l) 高效压缩机
,

使其在制冰和制冷水的工

18 一 2 6 kkJ/ g
。

若设计得 当
,

在 一定 程 度 上 弥 况下
,

均有较高的 C O P 值
.

补因设置冰蓄冷系统而增加的投资
。

低温送风 ( 2) 丰富和完善蓄冷空调技术理论和系统

系统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

设计方法
,

从发展和优化单元式蓄冷槽角度出

( l) 低温送风系统减少 了通风 电耗
。

在低 发
,

加强对现有蓄冷槽性 能的试验研究 ; 应用

温送风情况下
,

当一次风量下降为常规空调 系 数值方法建立静态和动态蓄冷槽的数值模型研

统 送 风 量 的 70 % 左 右 时
,

风 机 功 率 下 降 究或预测蓄冷槽的性能
。

14 % 一 2 8 %
。

( 3) 蓄冷技术的系统节能和经济性的宏观

( 2) 低温送风系统节省房内空间
,

降低建筑 评价和预测方法
.

物造价
。

( 4) 冰蓄冷和低温送 风系统 中所需解决的

( 3) 低温送风系 统降低 了空气处理设备和 问题研究
,

对强化制冰技术的研究 ; 高效低 温

通风系统的初投资
。

在同样的风速下
,

风管截 送风系统的研究 ; 对应用低温送风系统所带来

面减少约 30 %
,

空气处理设备外形尺寸相应减 的其他问题的研究
.

少 20 %
,

风机外形尺寸减少 40 %
.

( 5) 蓄冷空调节能技术 的研究
.

通 过进行

(4 )低 温送 风系 统 的末端 装置 变得 复杂 负荷的预测
,

合理优化系统运行模式
,

实现 系

化
。

低温的出风直接吹至 人体会引起不适
,

在 统的经济性运行 ;充分进行 系统能耗 的分析
,

送风口前设置混合箱或诱导箱
.

找出空调系统节能的潜力等
。

( 5) 低温送风系统使空调房 间相对湿度下 ( 6) 研究开发新型蓄 冷技术
.

目前新型蓄

降
,

提高了舒适性
。

冷技术的研究工作有水合物蓄冷技术和冰蓄冷

诚然
,

由于送风温度低
,

会增加风机风道温 技术
.

如 C F C 替代和水合物蓄冷技术 ;直接接触

升和风道热损失
,

但 由于送风量减少
,

所 以 实 式制冰晶技术的研究 ; 冰水两相流输送技术的

际的风道热损失仍 比常规系统小
。

研究 ;利用多孔性材料强化密封件蓄冷技术等
.

低温送风系统最大的问题是防止空调器
、

随着蓄 冷节能 技术研究 的 深人
,

技术 先

风道
、

末端装置和风 口 的结露
,

评价保温 性能 进
、

运行可靠 的蓄 冷设备必将 会得到 广泛 应

常用隔热系数及温度表面系数确定
。

用
,

蓄冷式空调系统将成为 21 世纪世界集中空

隔热系数 R = (几一 习(/ 瓜一 c)T 调的
“

主流
”

系统
。

式 中 几一 周围空气干球温度
,

℃ ; 参考文献

几一 周围空气露点温度
,

℃ ; ll] 华泽钊等
.

蓄冷技术及其在 空调工 程中的应用时 }
.

科学出

cT 一 空调器盘管出 口空气干球温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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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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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7
.

表面温度系数 2I] 李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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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蓄能空调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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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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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在低温送风系统中
,

保温施工是很重 1,1 98 .9

要的环节
,

必须确 保保温层 无 渗漏
、

无冷 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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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s

~
n E阴 rgy E币 d哪 y、 et 侈E ER )

{ of “ CA
s声

`
ot

~ 触 ~
fo ad d巴几盯 dl

.

- - - - - - - - - - -

一 J E访d即 t e压沈 t in e以班戮 as 切叮 9 15 p or耐 in 叩山刘山 y

四此吨
s声记位

价 y , or ds : 叭砚枉犷 山 j lle r s止in g ; s

~
n e班拟岁 d反允 n .

回耐
A B S T R A C I S cy aI et ; s in刘 da山堪 治 t

F e bur a yr 2 0 0 1 N b
.

2 oT at l L sue N o
.

2 2 3

翻 n比 . 川电 y一 , 楠吧 咖尔粉 加 翻 内抽血 g

山 9 9口 of 血 俪恤奄 甲加 n

Sun姗团忆吨 of co 成呢一咖。 唱e . 盯盯 一

圈楠吧 妇如双雌汀

G U oB
,

SU N T’a o ,

T IA N Shu 一比
D 议侣 s巴

het d巴d o P

nenI
t s ta t旧 of coo 止堪 s ot 拍罗

吹恤雨罗 出五1 h id ng co
o ha g sot 扭ge 协么阴 fo gy in

Q血a 汕 d o v e IS ` 犯
.

劫沮如岛 a d份n低罗 即d

d沁记Van
at 罗 of d西袋 n t co o iln g sot la 罗 协血的10留

.

肠出对u 。 活 印 ld 公 曲 itr bu由n s声七m co nn 民et d 俪ht

伽坛堪 sot ar 罗 忆d m 。场.gy P u st fo r 伪a ld 。卫介泊 t 心周nL 为

ho t一 pe int of coo 】in g s ot 口朗 s岁 t o n in Ch i姐 汕d

O习e招曰邸
.

K叮 W优山:

coo
lin g s ot ar 罗 s岁七m ; co ld iar

, ~
s声

entI 国
,

n扮 面山卿. t 业八如 n of . . 盯 加

由曰押嗯 山方袱

W A N G Y u n 一 ge
,

H LI JnU 一 s卜 , 9 et al

L址 ve of p n止泊 t s kd e ot n
of en e雌卿 in s址 n界昭 曲 tir c t

sI xe 佃记 in g d留川 c pe 僻 曲 d an tu耐 笋
, s uP p闹ign

co ia
,

佑近面g 让ld仍 ytr of n u d 。甘 。 姆耳沙
,

sP 心山gD so 址

献耳沙 助d 场oe ne 卿
.

K叮 钊朋触 t m l `
油

n of en e雌口; 山泪。 p
~

t

s

戚 ont 回
R e ,理叮由 ou as 仙吧 . 犯雌口 & 阴 , 仪笋 攀阳 。 of

” . 加 r 攀仍 . of 应 一。诫山成嗯
z H A O x 边n 一 bin g

,

u aF n g 一 iqn
确 s

ed
o n t h e In o iot n fu nc 山 n an d 曲目歇忱山 it e in

d心此nt lnD 七 of
叭么 et r s岁 to n

of 血一山 n idl 面血g
,

het 由晚代沁ialt of 曲玖ha ot yr 认吸 et r vo lum
e p切nr P 助d

e le姐如 n of p 切m P 叭吧 er ar 阁界司
.

P加 pos 时 比切h 加yr

p切m P aI jot anl am以血 9 in po 币 o n
of fo ad in w in et r

or s u n 扛n er
.

劫吻动 p呵以 万初9 e ax m P le

~
p a比过

ot 血
o eP 钮int g tr ia t a dn e n e瑛男 哪 t of 由阮et n t

s Ch日比出
.

ihwt ~
。 p

孟
I
裂霍duo 怨赞粼

p化 ilr 成圈d y 肛司界岛 so me p or bh 留 in 腼血 g 哪吻
s仪 11 as 血 hae it飞 s

vlet
,

兀 , 由现 n p田旧n正 et ” ,

h ea t in g

叫访 pm成
,

此 p ipe 】in e n心 t认幻 kr 助d het co n t or l 服山记
of ;it t l犯 11 5

~ 即e堪卿一咒明旧g n 此让幻 ds a nd n 篮习 s l l n `

of 腼山19 5笋 to n
、

眼 g w泊
.

K即 W份` : h eat ing
s声
恤

; p k皿血9 a n d d巴 i;gn

~
一

~ ~ 回
1飞巴 叩的触柱. of 奴 p 月拜 , d佣 of 肠目 悯两网田 t

.曰纽 勿 拍南脚 勺p巴 of 加 i le污

P E N G B in

丁五始 p a P er 山 CS对b留 het
o Ptil朋 1

~ 此 ap Pil目

in P把钾几由 n of fu d 闪山 P刀长” t 侈司 in 珑山 0璐 t界岛

of be :iler L七侧 o p ign an d
~ 此 hin g adj 诏妞 b le

印在山让以山 n 闭 id e ,

吻
DI 访n g 此

s t即以 u et of het 吨
恤浏匡比 r

哪恤
g
~

从ne 蒯 p a记 此 姐y for 幼少ly

侣加9 het C州吨 硫
a丘唱 OB 业哪J 书 )

.

K叮 w田触 姚叮幻璐 t外巴 of bo il e IS ; 血 p erP aj ar 由 n

of 五以 叫山p lr 巴nt ; adj 仍 at ble co rr lb 让以由 n ir d ide ; C F B

回
N亡砰 m日由曰 成 . 能雌口 。哑姆 n . 6叨 匆目 . 南以加曰目

帅怕团叨
一 劝吻 on

, . n 成ae m tl川比想 邵搜. 加 r
for lo w

拍。 田口朴

栖位笔

Y AN G 晒e/ i一 h皿

仁犯 p a
ep

r 由CS 招脚 s

~
p m bl eIT ` on s侧 111 s et 印nr

t ur bj 的e 罗en m ot r

俪 t fo r fo w v a c u切 n h ae it刀9
.

11 七

s
he w比 勿 het par 切比 山 a t

het
n犯 ht o d 治 a

~
认妞 y

fo r as 刊唱 场妞妞 r ,

po wer 助d co ia
, a nd bat t it ha s hi hg

比n ief 匕 ot en e琏沙 Co n` e n 甩由n a ed e n v n U

~
n

alt p or 仍。

石。 n
.

K叮 , 叮山: s t。 ” n t ur bin e ; of w

~
腼

tin g;

~
n w

aetr
“ r

ihastn 国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