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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ＮＫＩ 期刊的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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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文献计量软件对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收录的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文献１ ６８３
篇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探究国内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及未来趋势。 研究结果表

明，分子生物教学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研究者和机构已初具规模，有核心作者群出现，但相互之间合作仍需

加强；研究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教学改革、实验教学和教学质量等方面；翻转课堂、虚拟仿真、雨课堂、课程思

政是近年来研究的重要热点，并有望成为近期持续关注的热点。 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此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未

来趋势，对我国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分子生物学；文献计量；发展现状；研究热点；未来趋势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０；Ｑ７；Ｒ３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４０９（２０２４）０２－０２３１－０７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ＮＫＩ

ＧＡＯ Ｊｉｎｔａｏ， ＭＯ Ｚｈｉｊ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Ｌｉ， ＬＩ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ｕｉｌ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ｌｉｎ ５４１１９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１６８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ＫＩ）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ｔａｋｅ ｓｈａｐｅ，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ｒ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ｂｕ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ｈｏ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１３２·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工程改革项目（２０２１ＪＧＡ２７６）；桂林医学院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ＪＧ２０２２１８、ＪＧ２０２２１９）。
第一作者：高进涛，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ｊｉｎｔａｏ＿ｇａｏ＠ ｇｌｍｃ．ｅｄｕ．ｃｎ。



第 ２ 期 华　 夏　 医　 学 第 ３７ 卷

　 　 ２１ 世纪是生命科学发展最活跃的时期，而分子

生物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学科，是生命科学领

域发展最迅猛的学科之一，也是受关注程度最高的

学科之一。 分子生物学的理论与相关技术已渗透到

生命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已成为生命科学、医学等

相关领域的重要支持学科［１］。 开设有分子生物学课

程的高等院校高度重视课程教学，致力于培养高素

质的分子生物学专业人才。 这一时期开始大量出现

关于分子生物学教学的研究论文，但这些研究主要

聚集在具体的教学改革研究探索、人才培养、课程建

设及主观性阐释上，鲜有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

分子生物学教学进行综合、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借助当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文献计量软

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以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

据库收录的有关分子生物学教学主题的文献进行计

量分析，试图揭示这一时期我国分子生物学教学的

基本情况、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分子生

物学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借鉴。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ＣＮＫＩ 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为研究对象，

采用篇名“分子生物学”和主题词“教学”组合检索，

检索日期跨度为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数据下载日期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共获得文

献 １ ７５４ 篇，去除学位论文、会议、报纸、图书及不相

关文献 ７１ 篇，最终获得文献 １ ６８３ 篇。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２．Ｒ４ 对国

内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及可视化

分析，绘制作者合作、研究机构发文知识图谱，并通

过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时间线分析和突现词

分析考察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发展趋势。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２．１．１　 年度发文量分析　 发文数量是衡量某一领域

在特定时间段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可直观地观察

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变化，对分析该领域的发展态势

和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０ 年来，

我国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文献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文献量的年度分布

２．１．２　 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对作者的发文量进行

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发文最多的是梅志强（１４

篇），发文集中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主要探索交互哲学

理论模式、错位教学法和 ＰＢＬ 教学模式等在医学分

子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其次是徐启江（１３ 篇），发

文集中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主要围绕

教学团队打造、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双语教学、分级

式课程体系建设、过程性评价与能力培养等方面进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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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子生物学课程建设的探索。 普莱斯定律认为，

当某个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量总数占比达到 ５０%以

上时，表明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已形成。 由统计结

果可见，本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共 １９２ 人，共发文 ８６５

篇，占总发文量的 ５１．４%，表明国内分子生物学教学

研究领域已形成核心研究群。 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研究

者进行可视化分析，构建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 ２）。 结

果显示，作者节点（Ｎ）共 １ ０１７ 个，连接线（Ｅ）１ ８１１

条，网络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为 ０．００３ ５，表明分子生物学教

学研究作者已初具规模，但作者间的合作尚不充分。

表 １　 发文数量靠前的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篇数 序号 作者 发文篇数

１ 梅志强 １４ ７ 王雅梅 １０

２ 徐启江 １３ ８ 王丽 １０

３ 苏燕 １１ ９ 段承刚 １０

４ 甘淋 １１ １０ 张辉 ９

５ 王梁华 １１ １１ 袁栎 ９

６ 张健 １０ １２ 德伟 ９

图 ２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２．１．３　 研究机构及发文分析　 对机构发文量进行统

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由表 ２ 可以看出，发文主要集

中于医科类院校。 在众多的医学院校中，南通大学

和西安交通大学也出现在前 １０ 的机构中，而南通大

学作为非双一流高校排在第 ３ 名，说明该机构对分

子生物学的教学较为重视，具有较好的研究实力。

对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构建机构合作网络图

谱（图 ３）。 结果显示，研究机构节点（Ｎ）共 ４９３ 个，

连接线（Ｅ）９３ 条，网络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为 ０．０００ ８，表明

从事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机构众多，但机构间的合

作仍不充分，多数为单独分布。

表 ２　 发文数量靠前的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篇数 序号 机构 发文篇数

１ 首都医科大学 ３６ ６ 西安交通大学 １８

２ 南京医科大学 ２２ ７ 滨州医学院 １７

３ 南通大学 ２０ ８ 山西医科大学 １６

４ 第四军医大学 １９ ９ 右江民族医学院 １５

５ 泸州医学院 １９ １０ 包头医学院 １５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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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２．２　 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

２．２．１　 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核心

观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对某一研究领域相关文献

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研究现状

和热点。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说明该主题在该

领域的研究热度越高。 本研究将样本文献数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列出频次大

于 ２０ 的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是节点在

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其中介中心性大于 ０．１ 被

认为是关键节点。 频次排在第一位的是 “教学改

革”，其中介中心性也最高，说明分子生物学教学改

革是分子生物课程教学中大家关注的重点；其次是

“实验教学”，提示分子生物学教学中实验教学得到

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反映了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在

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 频次大于 ２０ 的关键词主要

集中于教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改革、翻转课

堂、课程改革等）、课程质量提升（双语教学、教学质

量、创新能力、教学效果、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等）、实

验教学、研究生教育等领域，集中反映了分子生物学

教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发文高频关键词（频次＞２０）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１ 教学改革 ４２６ ０．４６ １０ 创新能力 ４７ ０．０６

２ 实验教学 ２８０ ０．３９ １１ 研究生教育 ４３ ０．０５

３ 教学方法 １０２ ０．０９ １２ 教学效果 ４３ ０．０６

４ 生物化学 ８４ ０．１７ １３ 课程思政 ４０ ０．０５

５ 双语教学 ８２ ０．１１ １４ 翻转课堂 ３８ ０．０３

６ 教学模式 ８０ ０．１４ １５ 教学实践 ２４ ０．０９

７ 教学 ７２ ０．１７ １６ 教学内容 ２２ ０．０２

８ 改革 ５１ ０．０３ １７ 实践 ２１ ０．０３

９ 教学质量 ４７ ０．０５ １８ 课程改革 ２０ ０．０５

　 　 关键词聚类分析基于文本挖掘技术，通过计算

文献中关键词的共现频率和共现强度，将关系紧密、

关系强度大的关键词聚在一起，归为同一类别。 这

有助于研究者识别和探索某一研究领域内具有代表

性的研究主题。 对样本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

析，可得到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如图 ４ 所示。 其

中，聚类模块值 Ｑ＝ ０．５０８ ７，平均轮廓值 Ｓ ＝ ０．８１６ ７。

一般认为，Ｑ 值大于 ０．３ 表示聚类结果显著；Ｓ 值大

于 ０．５ 表示聚类结果合理，Ｓ 值大于 ０．７ 表示聚类结

果令人信服［２］。 从图 ４ 可见，关键词聚类分析共得

到排名靠前的 １２ 类聚类标签，顺序从 ０ 到 １１，分别

是：教学改革、实验教学、教学、教学方法、生物化学、

教学模式、双语教学、教学质量、创新能力、课程思

政、课程改革、实验室，聚类编号越小，代表其包含关

键词的数量越多。 根据关键词聚类分析结合高频关

键词分析结果，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领域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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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教学改革、实验教学、教学质量等方面。

１）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 分子生物学的飞

速发展，使人们可以从分子水平来研究生命现象和

处理疾病，利用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开展基础和

应用研究，有效加速了生命科学领域的转化研究进

程。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需要高素质分子生

物学人才的支持。 开设分子生物学课程的各高等院

校开始重点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改革教学方式，逐

渐由“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授课模式向“以学生为

中心”的授课模式转变，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

础、良好实践能力并拥有较强自主学习及终身学习

能力的生命科学拔尖创新人才。 以建构主义理论为

基础的教学改革进入大家视线并逐渐得到发展［３］，

同时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也开发出如翻转课堂［４］、

ＴＢＬ［５］、ＰＢＬ［６］、ＢＯＰＰＰＳ［７］等多种教学模式。 这些教

学改革探索成了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热

点主题。

２）分子生物学课程实验教学。 ２１ 世纪是生命

科学发展最活跃的世纪，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中

发展最为迅猛的学科之一，也是实验性较强的一门

学科［８］。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分子生物学

课程教学在高等院校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同时由

于分子生物学新知识、新技术、新研究领域不断涌

现，对分子生物学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都提出了

更高层次的要求，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必须不断地进

行革新，尤其是对实验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实验教

学改革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 借助微课［９］、虚拟仿

真实验［１０］、综合性大实验［１１］等方式丰富了分子生物

学实验教学内容，同时借助于“以学生为中心”的多

种教学模式开展实验教学改革成为分子生物学教学

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热点主题。

３）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质量。 分子生物学作为

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最快、最活跃的一门学科，国际层

面上的合作交流逐渐深化，拥有良好国际视野、扎实

学识和优秀创新能力的现代分子生物学人才成为时

代之需。 教育作为国之大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合

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的背景下，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各高

校纷纷开展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分子生物学课程思

政也得到了大家的极大关注［１２］。 课程思政、双语教

学、创新能力培养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出的

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热点词。 以课程思政为主线，

融合双语教学、前沿拓展等方式，培养具有良好担当

意识，优秀国际视野、扎实学识和创新能力的分子生

物高素质人才成为大家的重要关注点。

图 ４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２．２．２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与突现词分析　 为进一步

了解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的主题演进及发展趋势，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生成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图 ５ 所

示。 从图 ５ 可见，教学改革和实验教学是 ２０ 年来分

子生物学教学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 ２０１３ 年，随着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发展，自主学习理论

开始得到大家广泛关注［１３］，围绕自主学习，借助微

课、虚拟仿真、雨课堂［１４］、在线资源等手段或资源，

开展翻转课堂教学逐渐被大家接受并得到发展。

２０１８ 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强调教育要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２０２０ 年，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

开始得到大家广泛关注并进行积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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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关键词时间线图

　 　 突现词是指某一研究领域在一定时间段突然涌

现出来的热点词汇，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识别在某一

领域内正在崭露头角或变得热门的主题、趋势或关

键概念，为研判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信息参考。 由突

现词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翻转课堂、虚拟仿真、雨课

堂、课程思政是近年来研究的重要热点，如图 ６ 所

示。

图 ６　 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前十热门突现词

３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梳理了近 ２０ 年来

我国分子生物学教学研究的现状、热点及可能趋势。
结果表明，我国分子生物学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并

重，创新的教学模式和新兴技术是分子生物学教学

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 未来一个时期，以虚拟仿真、

雨课堂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以翻转课堂、课程思政为

代表的创新教学模式和理念有望成为研究的重要关

注点。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要努力成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

重要支撑力量。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未来分子生物学教学可能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１）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齐头并进，共同培养具

有扎实理论知识、较强实践能力，融会贯通、知行合

一的高素质人才。 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

学科，但目前课程教学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重理论轻

实验，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１５］。 一方面受到实验教

学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实验教学目标不合理也是

重要因素［１６］。 未来分子生物学的课程教学中，要加

大对实验教学的重视力度和投入力度，在教学改革

中既要满足理论教学的系统性要求，又要满足实验

教学的沉浸式需求，做到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双

向推进，形成互为反哺的良性机制，培养知行合一的

高素质分子生物学人才。
２）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多样化教学模式的

设计与评价，充分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进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自主学习、终
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高等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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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过程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１７］。 “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提出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

了重要支持［１８］，并发展出以翻转课堂为代表的多种

教学模式，有效地提升了教学活力和教学质量［１９］。
未来的分子生物学教学中应持续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念，不断开发和完善多样化的教学模

式，致力于推进分子生物学创新型人才培养。
３）建立以德育为重要引领的分子生物学人才培

养体系，以课程思政为课程赋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和担当意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分子生物学专

业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以思政课程教学为

主的单一思政教育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才培

养的需要。 近年来，课程思政逐步在高等院校推行

和实施，强调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为引领，推进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发挥协同育人的作用［２０］。 课程思政

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是新时期加强高校人才培

养和德育的新要求、新举措、新方向，对实现高校高

质量发展，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２１］。 当

今，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作为新兴的前沿科技领域，
其快速发展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都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培养高素质、能担当的优

秀分子生物学人才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需要［２２］。
未来的分子生物教学中应充分重视思政元素的挖掘

和注入，引导广大学生构建正确的知识体系和积极

的价值取向，努力成为担当作为的现代化专业人才，
投身健康中国建设，服务国家未来生命科学的蓬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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