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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南疆砂砾石填筑大坝进行碾压试验，验证坝体填筑设计压实标准的合理性、检验 ２２ ｔ自行式振动碾的适
用性及其性能的可靠性。 本试验主要采用室内相对密度试验、现场的碾压测定出碾压遍数、碾压沉降及相应密实
度及其他试验参数，通过试验参数列表、试验参数包络线图与设计标准值的比较，得出最佳砂砾石填筑方案，同时
也确定大坝填筑时的施工碾压控制参数，从而确保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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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迪那河五一水库枢纽工程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乡境内，距轮台县以北 ４０
ｋｍ，迪那河开发方式为一库九级，水库及上游四级
处于深山，下游四级位于出山口下游，本工程是迪那
河干流控制性工程，具有供水、灌溉、防洪兼顾发电
等综合效益。 拦河坝为碾压式沥青混凝土心墙砂砾
石坝，最大坝高 １０２畅５ ｍ，总库容 ０畅９９５ 亿 ｍ３ ，调节
库容 ０畅５９１亿 ｍ３ ，为不完全年调节水库。
水库大坝坝顶高程 １３７５畅７ ｍ，建基面高程

１２７２畅０ ｍ，最大坝高 １０２畅５ ｍ。 坝顶宽度为 １０ ｍ，坝
长 ３８４畅６ ｍ。 坝体填筑分区从上游至下游分为：上
游砂砾料区、上游过渡料区、沥青混凝土心墙、下游
过渡料区、下游砂砾料区、利用料区、下游排水区。

2　试验目的及内容
2．1　试验目的

（１）验证坝体填筑设计压实标准的合理性；
（２）检验 ２２ ｔ自行式振动碾的适用性及其性能

的可靠性；
（３）通过试验确保达到填筑标准的压实方法

（含铺填卸料方法、振动碾行车及振动技术性能、免
加水碾压效果等）；

（４）通过试验确定大坝填筑时的施工碾压参
数。
2．2　试验内容

（１）室内标准曲线的绘制。 通过室内相对密度
试验，按规范方法剔除 ６０ ｍｍ 以上粒径后，人工合
成不同含砾率的级配料进行最大干密度、最小干密
度试验，绘制干密度与含砾率（P５ ）关系曲线，进而
也可换算出在不同控制标准下（相对密度分别为
０畅８０、０畅８５、０畅９０）的干密度与含砾率（P５ ）关系曲
线，称之为标准曲线。

（２）现场标准曲线的修正。 采用碾压法进行，



利用现场振动碾（２２ ｔ自行式振动碾）对全级配砂砾
石料进行碾压，碾压密实后进行干密度、颗粒分析试
验，对室内标准曲线进行复核修正，为坝体填筑质量
提供控制标准。

（３）对坝体砂砾料进行不同铺土厚度（拟选择
８０、１００、１２０ ｃｍ）、不同碾压遍数（６、８、１０ 遍）的组合
碾压试验，了解不同区域的铺料方式、铺料厚度、碾
压遍数、行车速度、压实效果。

（４）试验过程中进行相应的检测项目，主要包
括沉降量、干密度、颗粒分析、渗透系数等试验。

（５）对填筑试验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价，确定出
最优碾压参数，编写碾压试验报告递交监理，根据设
计要求对施工参数的选择作出论证。

3　试验用料确定
3．1　坝料设计要求

根据设计资料，大坝坝料类别主要有坝壳料、过
渡料 ２ 种，根据施工进度计划，该阶段先对坝壳料区
进行填筑，故本次碾压试验主要针对坝壳料进行，过
渡料碾压参数可结合沥青混凝土心墙碾压试验进行

确定。 料源代表性直接影响碾压试验的成败，需明
确料场的开采位置、各料场的级配情况、各种坝料的
质量要求等，见表 １。

表 １　坝体填筑料主要设计指标

填筑料
名称

坝料
要求

填筑
要求

填筑厚
度／ｃｍ

渗透系数／
（ｃｍ· ｓ －１ ）

坝壳
料区

Dｍａｘ≤５００ ｍｍ， ＜０ dd畅０７５ ｍｍ
颗粒含量 ＜８％

D ｒ≥
０   畅８５

１００ ≥１０ －３

过渡
料区

Dｍａｘ≤８０ ｍｍ， ＜５ ｍｍ 的颗粒
含量在 ２０％ ～４０％， ＜０   畅０７５
ｍｍ的颗粒含量＜５％

D ｒ≥
０   畅８５

５０ ≥１０ －２

3．2　试验用料评价
根据前期勘察成果及本次料场复查结果，最终

确定采用利用料场为主料场。 对料场进行复查时，
结合了前期地勘试验资料对各组颗分曲线进行统计

分析，对每组料最大粒径 Dｍａｘ、特征含量 d１０ 、d２０ 、
d３０ 、d６０及不均匀系数 Cｕ、曲率系数 Cｃ 等参数进行统
计，得到均值与方差，从而分析出料场级配的离散程
度。
试验用料随着其性质的不同，影响到碾压试验

的组数和试验场次的多少。 对于坝壳料，当其上下
级配包线在一个很窄小的范围内时，采用平均级配
曲线近似的代表该料场的坝料性质，可以它为代表

进行碾压试验。 若上下包线分布范围很大时，代表
性坝料将是多组，则应审慎选取不同级配的代表坝
料进行碾压试验。 当有多个料场时，若不同料场坝
料的性质相差较大时，也应分别对每个料场的坝料
进行碾压试验。 根据本次料场复核，坝料级配变化
不大，平均线细料含量分布在 ２５％左右，级配相对
比较稳定。 坝料与同类工程比较总体上偏细，不均
匀系数较大，Cｕ ＝７７畅０，曲率系数 Cｃ ＝４畅６，级配不
良，故本次碾压试验采用平均线进行，见图 １。

图 １　同类工程坝料颗粒级配曲线

4　标准曲线的推求
4．1　室内标准曲线

砂砾料填筑的压实标准以相对密度控制，施工
前先通过试验确定填筑料的最大和最小干密度，对
施工质量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确定砂砾料的现
场最大干密度还没有一个完整、成熟的方法，致使质
检结果难以评价，影响工程填筑质量。 枟土工试验
规程枠（ＳＬ ２３７—１９９９）中规定了粒径＜６０ ｍｍ 粗粒
土的相对密度试验方法。 该方法虽然对粒径 ＞６０
ｍｍ的土料试验提出了可采用剔除法、等量代替法、
相似级配法、混合法等方法，但同时也指出这几种方
法各有一定局限性，要求在使用时要根据土料性质
和试验项目来决定。 工程实践证明，这些方法确有
不足之处，经常出现相对密度＞１ 或反复碾压也达
不到压实标准，难以满足工程实际的需要。 本次碾
压试验先在室内对坝料进行超径剔除，测定不同含
砾率最大、最小干密度，绘制试验室最大、最小干密
度标准曲线。
4．2　实验室配料

实验室为得到较可靠的标准曲线，以坝料上、下
包线含砾率作为边界，选择砾石含量为 ４５％、５０％、
５５％、６０％、６５％、７０％、７５％、８０％、８５％进行人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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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每组级配料用量 １００ ｋｇ，进行最大、最小干密度
试验，为保证试验成果的可靠性，均做平行试验。
相对密度试验样筒尺寸为饱３００ ｍｍ×３６０ ｍｍ，

最小干密度试验采用固定体积法，试验按枟土工试
验规程枠（ＳＬ ２３７—０５４—１９９９）方法进行，最大干密
度试验采用振动击实法，以模拟堆石坝现场施工振
动碾振动压实，试验采用粗粒料相对密度仪，试样顶
部静载 １４ ｋＰａ，振动频率为 ２０ Ｈｚ，振动历时 ８ ｍｉｎ，
结果见表 ２。 绘制最大、最小干密度与不同砾石含
量的关系曲线，根据设计要求推算出相对密度为
０畅８０、０畅８５ 及 ０畅９０ 时对应的干密度曲线，结果见图
２。

表 ２　不同砾石含量实验室最大、最小干密度试验结果

砾石
含量／
％

最大干密
度／（ ｇ·
ｃｍ －３）

最小干密
度／（ ｇ·
ｃｍ －３）

D ｒ ＝０ 櫃櫃畅８０
时干密度／
（ｇ· ｃｍ －３）

D ｒ ＝０ \\畅８５
时干密度／
（ ｇ· ｃｍ －３）

D ｒ ＝０   畅９０
时干密度／
（ ｇ· ｃｍ －３）

８５ /２   畅１６ １ ⅱⅱ畅７４ ２ FF畅０６ ２   畅０８ ２ 怂怂畅１１
８０ /２   畅１９ １ ⅱⅱ畅７７ ２ FF畅０９ ２   畅１１ ２ 怂怂畅１４
７５ /２   畅２２ １ ⅱⅱ畅８０ ２ FF畅１２ ２   畅１４ ２ 怂怂畅１７
７０ /２   畅２４ １ ⅱⅱ畅８３ ２ FF畅１４ ２   畅１７ ２ 怂怂畅１９
６５ /２   畅２６ １ ⅱⅱ畅８５ ２ FF畅１６ ２   畅１９ ２ 怂怂畅２１
６０ /２   畅２６ １ ⅱⅱ畅８６ ２ FF畅１７ ２   畅１９ ２ 怂怂畅２１
５５ /２   畅２４ １ ⅱⅱ畅８５ ２ FF畅１５ ２   畅１７ ２ 怂怂畅１９
５０ /２   畅２２ １ ⅱⅱ畅８４ ２ FF畅１３ ２   畅１５ ２ 怂怂畅１８
４５ /２   畅２０ １ ⅱⅱ畅８３ ２ FF畅１１ ２   畅１４ ２ 怂怂畅１６

图 ２　实验室最大、最小干密度标准曲线

4．3　标准曲线的修正
对室内标准曲线的修正采用现场原级配料碾压

法，结合碾压试验场地基础工作进行，按试验要求场
地基础需碾压密实，选择碾压试验场地 ３０ ｍ ×３０
ｍ，表面平整度＜１０ ｃｍ，周边均填 ３ ｍ 宽约束料，在
该单元中部布设变形观测点，进行碾压后变形量观
测，见图 ３。
根据振动压实理论，强振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

影响深度大，有利于压实层中间至底层的压实；弱振

图 ３　现场最大干密度试验场地

具有较高的能量，有利于压实层中间至表面的压实。
对全级配坝料碾压试验采用振动碾先静压 ２ 遍，采
用全站仪测定各基点的高程，再强振 ２遍，测量各基
点高程，以后每 ２遍测量一次高程，在振动过程中应
防止颗粒离析现象，适当调整振动频率，通过测定其
沉降率几乎至 ０ 时，停止强振，再弱振 ２ 遍，认为级
配料达到最大密实度，可停止振动。
本次碾压试验在大坝基础碾压区内布设 １２ 个

变形观测基点，选择有代表性的测量基点取其平均
值后，绘制碾压遍数与观测点平均高程（采用相对
高程）变化曲线（见图 ４），可以看出当强碾遍数为
１２遍时，沉降量几乎不变，认为此时坝基碾压达到
最大密实度，可以进行最大干密度的量测。

图 ４　碾压后沉降量与碾压遍数关系曲线

在基础碾压区内进行干密度试验，一方面可以
评价基础碾压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对室内标准曲线
进行修正。 工程中砂砾料干密度测定一般采用灌砂
法或灌水法（加套环）进行，为保证试验精度，采用
灌砂法测定现场碾压最大干密度，计划取点 ３组，见
图 ５。 将试料过６０ ｍｍ及５ ｍｍ筛，测定超径含量及
５ ～６０ ｍｍ砾石含量值，对实验室绘制最大、最小干
密度－P５关系曲线进行超粒径修正，最终得到坝壳
料最大和最小干密度曲线，即现场标准曲线，以此作
为今后坝料碾压的控制标准。
现场采用灌砂法测定最大干密度，根据枟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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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现场干密度试验（灌砂法）

试验规程枠 （ＳＬ ２３７—０４１—１９９９）原位密度试验要
求及坝料最大粒径，制作了饱４０ ｃｍ 的灌砂筒，采用
０畅２５ ～０畅５ ｍｍ标准砂进行试验，坝壳料碾压区选取
了 ３ 个点测定了干密度，试坑深度 １０ ～６０ ｃｍ。 对
每坑挖出的试料进行了筛分试验，测定细料含量
（ ＜５ ｍｍ颗粒含量），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现场实测不同细料含量下的坝基料最大干密度

测点 ＞５ ｍｍ 砾石含量／％ ρｄｍａｘ ／（ ｇ· ｃｍ －３ ） 相对密度 D ｒ
１ /６３ 00畅９ ２   畅２６ ０ ⅱⅱ畅９９
２ /６１ 00畅４ ２   畅２６ ０ ⅱⅱ畅９９
３ /７０ 00畅９ ２   畅２４ １ ⅱⅱ畅００

通过检查量测孔的颗粒级配情况，计算出粒径
＞５ ｍｍ颗粒含量，对室内标准曲线修正。 坝壳料细
料含量值多在 ３０％～４０％之间，即砾石含量为 ６０％
～７０％所对应的最大干密度平均值为 ２畅２６ ～２畅２４
ｇ／ｃｍ３ ，与室内标准曲线对比砾石含量为 ６０％ ～
７０％所对应的最大干密度平均值为 ２畅２６ ～２畅２５ ｇ／
ｃｍ３ ，故坝壳料现场标准曲线与实验室标准曲线基
本一致，对应现场标准曲线见图 ６。

图 ６　修正后坝壳料现场最大、最小干密度标准曲线

5　坝料碾压试验
5．1　试验场地布置

干碾试验场地要求平整坚实，平整后采用 ２２ ｔ
自行式振动碾静碾一遍。 按 ３种铺土厚度（８０、１００、
１２０ ｃｍ）、３ 种碾压遍数（６、８、１０ 遍）进行 ９ 种情况

组合，共分 ９ 个碾压单元，每个单元尺寸 １０ ｍ ×１０
ｍ，周边填 ３ ｍ宽约束料，场地布置如图 ７所示。

图 ７　碾压试验场地布置

铺料厚度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因素：
（１）应结合坝料的最大粒径来选择铺料厚度，

最大粒径的确定直接影响到料场施工的难易和料场

利用率、施工的效益，根据经验填筑允许的最大粒径
可以与填筑层等厚。

（２）铺料厚度必须控制在碾压机械有效影响深
度范围以内，不能过厚与过薄。 应考虑碾压设备的
效益发挥。

（３）对于分区填筑坝，碾压厚度的选择应结合
各料区的填筑厚度合理的匹配，确保填筑坝面齐平
均衡上升，通常过渡料厚度取主堆石之半。
5．2　施工机械配置

振动碾通常可分为自行式和牵引式 ２大类。 由
于牵引式振动碾的有效净重和最大离心力约为自行

式振动碾的 １畅６ 倍，基于施工效率、质量和经济角
度，在沥青混凝土心墙坝施工中，对砂砾石填筑区多
采用重型（ ＞１５ ｔ）牵引式振动碾进行碾压，本工程
采用 ２２ ｔ自行式振动碾。 对于过渡料区和心墙，因
工作面狭窄，考虑施工的灵活性，采用 ２畅５ ｔ 自行式
振动碾。 本次现场碾压试验施工机械及数量配置见
表 ４。
5．3　碾压试验工艺

本次碾压试验按下述步骤进行。
第一步：测量放线。 在碾压好的场地上，用白灰

线按布置要求布设试验分区并在场外设置分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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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碾压试验主要施工机械配置

序号 机械设备名称 型　号 数量／台 备　注

１ 耨自行式振动平碾 ＸＳ２２０Ｊ， ２２ ｔ １ 铑砂砾料、反滤料
２ 耨自行式振动平碾 ＢＷ１２０ＡＣ－３， ２ 吵．５ ｔ １ 铑过渡料、沥青心墙
３ 耨挖掘机 １ 妹妹畅６ ｍ３ 台 ２ 铑
４ 耨装载机 ３ ｍ３ 5１ 铑
５ 耨推土机 ＴＹ２２０ p１ 铑
６ 耨自卸汽车 １５ ｔ ３ 铑
７ 耨自卸汽车 ２０ ｔ ２ 铑
８ 耨水车 ８ ｔ １ 铑
９ 耨全站仪 ＴＣＲ７０２ 牋１ 铑
１０ 耨水准仪 ＫＬ－５０ 殮１ 铑

边桩及技术要求标牌。 结合边桩，在各测点上用石
灰标记，也可用全站仪实测各测点的坐标位置，并进
行水准测量，获得高程基准。

第二步：铺料整平。 采用自卸汽车运料至试验
场地规定点卸料，对砂砾石坝料采用后退法铺料
（即汽车在碾压完毕的作业面上行走），以避免砂砾
石坝料分离。 按计划要求的铺料厚度用推土机摊铺
整平，并用带有刻度的尺杆控制铺料厚度，厚度误差
控制在±５ ｃｍ范围以内。

第三步：碾压前测量。 用全站仪对第一步记录
的各测点对应放线，用白色石灰标记各测点，然后实
测并记录各点初始高程，核对铺料厚度。

第四步：碾压前后级配检验。 在坝料铺填面上
选定测试点，并用石灰做好圆圈标记，在圈内挖坑取
样，坑深应与铺料层厚相同，对取出的坝料进行颗分
试验，记录碾压前的级配。 然后在试坑内铺设塑模，
并将各粒组坝料均匀混掺后回填到试坑内，待碾压
完成后，取出塑模范围内的坝料再次进行级配检测，
以评价碾压作业对坝料级配及其他工程性质的影

响。
第五步：碾压。 采用先静碾 ２遍，后动碾 ６ 遍、８

遍或 １０遍，按前进、后退全振不错位法进行碾压作
业，即振动碾滚筒宽度在同一条碾压带上进退碾压。
两条碾压条带之间的搭接宽度为 １０ ～２０ ｃｍ，往返
一个来回为碾压 ２ 遍。

第六步：碾压后测量。 以此完成规定的碾压遍
数后，对各区的标记点进行碾压后的高程测量，与碾
压前的高程对比，求出碾压后各点的沉降值，并计算
试验分区内的沉降平均值，绘制沉降值－碾压遍数
关系曲线。
第七步：干密度及级配检测。 用灌砂法（标准

砂粒径：０畅２５ ～０畅５ ｍｍ）测定标定点的干密度，绘制

干密度－碾压遍数关系曲线。
第八步：原位渗透试验。 在碾压作业面上选取

测试点，采用双环法进行渗透系数的检测，以评价坝
料的透水性能。
5．4　碾压试验成果

采用灌砂法（标准砂粒径：０畅２５ ～０畅５ ｍｍ）测定
干碾试验场地各碾压单元标定点的干密度（见表
５），并绘制碾压厚度为 １００ ｃｍ的干密度－碾压遍数
关系曲线（见图 ８）。

表 ５　干碾试验场地各单元测点干密度试验结果汇总

铺土厚
度／ｃｍ

碾压
遍数

＞５ ｍｍ 的砾
石含量／％

ρｄｍａｘ ／
（ｇ· ｃｍ －３ ）

相对密
度 D ｒ

结果评价

８０ 帋

６ 槝６２ 噜噜畅９ ２ いい畅１８ ０ >>畅８３
６９ 噜噜畅８ ２ いい畅１９ ０ >>畅８５

不满足要求

８ 槝７０ 噜噜畅７ ２ いい畅２３ ０ >>畅９７
７０ 噜噜畅７ ２ いい畅２１ ０ >>畅９３

满足要求　

１０ 槝６２ 噜噜畅５ ２ いい畅２３ ０ >>畅９３
６９ 噜噜畅４ ２ いい畅２４ １ >>畅００

满足要求　

１００ 帋

６ 槝６５ 噜噜畅７ ２ いい畅１８ ０ >>畅８３
６４ 噜噜畅５ ２ いい畅１６ ０ >>畅８０

不满足要求

８ 槝６３ 噜噜畅２ ２ いい畅２０ ０ >>畅８７
６７ 噜噜畅３ ２ いい畅２２ ０ >>畅９３

满足要求　

１０ 槝７１ 噜噜畅１ ２ いい畅２２ ０ >>畅９５
７０ 噜噜畅４ ２ いい畅２３ ０ >>畅９７

满足要求　

１２０ 帋

６ 槝６６ 噜噜畅０ ２ いい畅１３ ０ >>畅７２
７２ 噜噜畅６ ２ いい畅１２ ０ >>畅７６

不满足要求

８ 槝６０ 噜噜畅１ ２ いい畅１６ ０ >>畅７９
６１ 噜噜畅４ ２ いい畅１４ ０ >>畅７４

不满足要求

１０ 槝６７ 噜噜畅３ ２ いい畅１７ ０ >>畅８３
５９ 噜噜畅３ ２ いい畅１９ ０ >>畅８５

不满足要求

图 ８　碾压厚度为 １００ ｃｍ 的干密度 －碾压遍数关系曲线

从表 ５可以看出：铺土厚度为 ８０ ｃｍ、碾压遍数
为６遍时有１个试验点不合格，铺土厚度为１００ ｃｍ、
碾压变数为 ６遍时 ２ 个试验点均不合格，铺土厚度
为 １２０ ｃｍ，仅有 １个试验点合格。 图 ８ 可以看出铺
土厚度为 １００ ｃｍ时，随着碾压遍数的增加，干密度
也在增大。
渗透试验采用单环法，各碾压单元渗透试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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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 ６。

表 ６　干碾试验场地各单元测点渗透试验结果汇总

试验位置

铺土厚／ｃｍ 碾压遍数

渗环面积／
ｃｍ２

渗透系数／
（１０ －３ ｃｍ· ｓ －１ ）

结果评价

８０ 览６ n７０６   畅８ ８ 噜噜畅４４ 满足要求

８０ 览８ n７０６   畅８ ７ 噜噜畅４２ 满足要求

８０ 览１０ n７０６   畅８ ６ 噜噜畅１６ 满足要求

１００ 览６ n７０６   畅８ ６ 噜噜畅０６ 满足要求

１００ 览８ n７０６   畅８ ５ 噜噜畅２６ 满足要求

１００ 览１０ n７０６   畅８ ４ 噜噜畅０１ 满足要求

１２０ 览６ n７０６   畅８ ９ 噜噜畅３２ 满足要求

１２０ 览８ n７０６   畅８ ７ 噜噜畅２３ 满足要求

１２０ 览１０ n７０６   畅８ ６ 噜噜畅００ 满足要求

从表 ６ 可以看出：各测点渗透系数均在 １０ －２ ～
１０ －３ ｃｍ／ｓ之间，坝料基本能满足自由排水的要求，
局部点渗透系数略偏小。

6　结论
通过对本工程大坝沥青混凝土心墙坝筑坝材料

碾压试验工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从坝料颗粒分析成果上看，坝料总体偏细，

细料含量分布在 ２５％左右，比较稳定。 同时坝料不
均匀系数较大，Cｕ ＝７７畅０，曲率系数 Cｃ ＝４畅６，级配
不良，该坝料可以得到较好的碾压密实度。

（２）从现场渗透试验结果看，坝料碾压后渗透
系数均在 １０ －２ ～１０ －３数量级，最小为 ４畅０１ ×１０ －３

ｃｍ／ｓ，说明坝料在碾压后整体渗透性较好，但局部
渗透性较差，设计考虑排水体料是合适的。

（３）从现场干碾试验结果看，坝料碾压后干密

度较高，铺土厚度 ８０ ｃｍ及 １００ ｃｍ碾压 ８ ～１０ 遍均
可以达到较好的密实度，但铺土厚度 １２０ ｃｍ 时，底
层密度略偏低。 综合考虑坝壳料采用２２ ｔ自行式振
动碾是可行的，行车速度选择 Ｉ －２，建议选择铺土
厚度 ８０ ｃｍ、碾压 ８ 遍，也可选择铺土厚度 １００ ｃｍ、
碾压 ８遍。 坝体碾压质量控制密度见表 ７，建议在
施工检测过程中对碾压密度做进一步验证复核。

表 ７　坝壳料填筑控制标准

砾石含量／
％

最大干密度／
（ｇ· ｃｍ －３ ）

最小干密度／
（ｇ· ｃｍ －３ ）

D ｒ ＝０ ||畅８５ 时

干密度／（ｇ· ｃｍ －３ ）
７５ 适２ 弿弿畅２２ １ 屯屯畅８０ ２ \\畅１４
７０ 适２ 弿弿畅２４ １ 屯屯畅８３ ２ \\畅１７
６５ 适２ 弿弿畅２６ １ 屯屯畅８５ ２ \\畅１９
６０ 适２ 弿弿畅２６ １ 屯屯畅８６ ２ \\畅１９
５５ 适２ 弿弿畅２４ １ 屯屯畅８５ ２ \\畅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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