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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及安全信息

产品系列型号描述，型号之间差异描述：无

产品名称：耳纹大健康-全息健康防控仪

产品型号：FH-168

额定参数：输入：DC5.0V,1.0A

1、本次试验选用型号为 FH-168, 经测试，该产品试验结果符合要求。

2、本次申请的产品为基本型。

3、该产品必须与有 CCC 或 CQC 家电类相关认证的充电器充电，本报告仅对 III 类结构的耳纹大健康-全
息健康防控仪进行评估。

4、依据标准与客户要求本报告仅仅评估适用 GB4706.1 的部份。该产品的某些特性，可能需要满足其它
对应标准的要求。

一般评述： “（见附表）”指本报告

的附加表格。

本报告出现的试验结果仅与试验样品有关，对更改之后的样品概不负责。

除非全部复制，否则无实验室书面批准本报告不得部分复制。

在决定测试结论时，已经考虑了测试的测量不确定度。

可能的试验情况判定：

－试验情况不适用本试验产品 N(N/A)

－试验样品满足要求 P(Pass)

－试验样品不满足要求 F(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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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4706.1-2005
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6 分类 —

6.1 电击防护(0、0Ⅰ、Ⅰ、Ⅱ、Ⅲ类器具) Ⅲ类 P

6.2 对水有害浸入的防护 IPX0 N

7 标志和说明 —

7.1 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V)............................................： 5.0VDC P

电源性质..............................................................................： P

额定频率(Hz)......................................................................： N

额定输入功率(W)或额定电流(A).....................................： 1.0A P

制造厂名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商标或识别标志.........： 耳纹创新科技

（深圳）有限

公司

P

器具型号、规格..................................................................： FH-168 P

IEC 60417 中的符号 5172(仅对 II 类器具) N

防水等级的 IP代码（IPX0不标出）..............................： N

7.2 用多种电源的驻立式器具，其标志应有下述内容： 便携式 —

“警告：在接近接线端子前，必须切断所有的供电电路。” N

此警告语应位于接线端子罩盖的附近。 N

7.3 正确地标示额定值范围 N

7.4 不同额定电压的设定应清晰可辨 N

7.5 标出每一额定电压所对应的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电流 N

7.13 使用说明(书)和本标准要求的其它文本，应使用销售地所

在国的官方语言
简体中文 P

7.14 所使用的标志应清晰易读，持久耐用 P

7.15 器具上的标志应标在器具的主要部位上 P

7.16 可更换的热熔体或熔断器，其牌号或类似标示应在更换时

清晰可见

N

8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

8.1 应有足够的防止意外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N

8.1.1 所有状态，包括取下可拆卸部件后的状态 N

装取灯泡期间，应有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N

用 IEC61032 中的探棒 B 进行检查，不触及带电部件 N

8.1.2 用 IEC61032 中的探棒 13 检查 0 类器具、II 类器具或 II
类结构上的孔隙，不触及带电部件

III 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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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4706.1-2005
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用探棒 13 检查有绝缘涂层的接地金属外壳上的孔隙，不

触及带电部件

N

8.1.4 若易触及部件为下述情况可认为不带电.........................： —

——由交流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电压峰值≤42.4V N

——由直流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电压≤42.4V N

——或通过保护阻抗与带电部件隔开，直流电流≤2mA N

—— 或通过保护阻抗与带电部件隔开， 交流峰值电流
≤0.7mA

N

——42.4V＜峰值电压≤450V，其电容量≤0.1μF N

——450V＜峰值电压≤15kV，其放电量≤45μC N

8.1.5 器具在就位或组装之前，带电部件至少应由基本绝缘保

护：
—

——嵌装式器具 N

——固定式器具 N

——分离组件形式交付的器具 N

8.2 II类器具和II类结构，应对基本绝缘以及仅由基本绝缘与带

电部件隔开的金属部件有足够的防止意外接触的保护

N

只允许触及由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带电部件隔开的部

件

N

10 输入功率和电流 —

10.1 器具在正常工作温度下，输入功率与额定功率的偏差不应

超过标准规定的范围。额定功率；实测功率；偏差.............：
N

10.2 器具在正常工作温度下，电流与额定电流的偏差不应超过

标准的规定的范围。额定电流；实测电流；偏差.................：
P

11 发热 —

11.1 在正常使用中，器具和其周围环境的温度不应过高 P

11.2 按规定放置和固定器具 P

11.3 除绕组外，用热电偶测定温升 P

绕组的温升用阻值法测定，除非 N

绕组不均匀或难以正确接线 N

11.4 电热器具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以1.15倍额定输入功率工作 N

11.5 电动器具以0.94倍和1.06倍额定电压之间的最不利电压供

电，在正常状态下工作.............................................................：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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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4706.1-2005
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11.6 组合型器具以0.94倍和1.06 倍额定电压之间的最不利电

压供电，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

P

11.7 器具工作的时间一直延续至正常使用时那些最不利条件

产生所对应的时间

P

11.8 温升不超过表3的限定值 见附表 P

保护装置不应动作 P

密封剂不应流出 P

1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

13.1 工作温度下，器具的泄漏电流不应过大，并且有足够的电

气强度

N

电热器具以1.15倍额定输入功率工作 N

电动器具和联合器具以1.06倍额定电压供电 N

在试验前断开保护阻抗和无线电干扰滤波器 N

13.2 泄漏电流通过IEC60990中图4所描述电路进行测量 N

泄漏电流的测量 见附表 N

13.3 绝缘的电气强度试验 见附表 P

在试验期间不应出现击穿 P

14 瞬态过电压 —

器具应耐受可能经受的瞬态过电压 N

小于表16规定值的电气间隙应经受脉冲电压试验，试验电

压为表6的规定值

N

除了下述情况外，不应出现闪络 N

如果当电气间隙短路时器具符合19章的规定，允许出现功

能性绝缘的闪络

N

15 耐潮湿 —

15.1 器具外壳按器具分类提供相应的防水等级.....................： IPX0 N

按15.1.1和15.1.2的规定检查器具的符合性，随后立即经

受16.3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

N

绝缘上没有使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低于29章规定值的液

体痕迹

N

15.1.1 器具按规定 IEC 60529 经受试验 N

连接水源的外部软管组件中的电动水阀如果含有带电部

件，则要按照 IPX7 类器具进行防水试验

N

15.1.2 手持式器具在试验期间要通过最不利位置连续转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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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4706.1-2005
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嵌装式器具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安装就位 N

通常在地面或桌面上使用的器具按要求放置 N

通常固定在墙上器具和带插脚的器具按要求放置 N

对IPX3类器具，墙装式器具底面与摆管转动轴在同一水平

面上

N

对IPX4类器具，器具的水平中心线要与摆管的转动轴心线

一致，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90°，持续时间5min，且

N

——对通常在地面或桌面上使用的器具，支撑物放在摆管

摆动轴心线高度上

N

——对使用说明中要求靠近地平面放置的墙壁安装器具，

按使用说明放置

N

——对通常固定在天花板上的器具按要求放置 N

X型连接器具应装有表13规定最小横截面积允许的最轻型

柔性软线，除非

N

适用时可拆卸部件按要求进行试验 N

15.2 溢出的液体不应影响器具的电气绝缘 N

X型连接的器具安装规定的软线 N

对带有输入插孔的器具，以最不利情况选择安装或不安装

连接器

N

拆除可拆卸部件 N

将器具的液体容器用约含1%氯化钠(NaCl）的水溶液充

满，然后，再用等于容器容量的15%，或是0.25L 同浓度多余

1%氯化钠（NaCl）水溶液，两者中取量多者，在1m in时间内

持续地注入容器。

N

立即经受16.3条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 N

绝缘上没有使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低于29章规定值的液

体痕迹

N

15.3 器具应能承受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 P

48小时潮湿处理 P

经受16章的试验 N

1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

16.1 器具的泄漏电流不应过大，并且有足够的电气强度 N

试验前应断开保护阻抗 N

16.2 单相器具：测试电压为1.06倍额定电压 N

三相器具：测试电压为1.06倍额定电压除以 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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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泄漏电流的测量 见附表 N

16.3 按表7进行电气强度试验 见附表 N

试验期间不应出现击穿 N

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

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发生短路时，在变压器或与其相关的电

路中不应出现过高温度

N

器具应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最不利的短路或过载情

况下，选择 0.94 倍或 1.06 倍额定电压中对器具最不利的电

压工作

N

安全特低电压电路的导线绝缘温升不应超过表3相关规定

值15K
N

绕组的温升不应超过表8有关规定值 N

规定值不适用于符合IEC61558-1中15.5条规定的无危害

式变压器

N

19 非正常工作 —

19.1 在非正常或误操作情况下应避免引起火灾危险、机械性损

坏

N

电子电路的设计和应用，应保证其任意故障都不导致器具

不安全

N

19.2 带电热元件器具应在限制其热散发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试验电压（V）： ，0.85 倍额定输入功率
N

19.3 重复 19.2条试验，试验电压（V）： ，1.24 倍额定输

入功率
N

19.4 按 11 章的试验条件进行，输入功率为 1.15 倍额定输入

功率，并将 11 章试验期间用来限制温度的任一控制器短路
N

19.7 如果转子堵转转矩小于满载转矩的器具用锁住转子的方

法，其他的器具用锁住运动部件的方法做失速试验
N

转子堵转，如有要求，电机电容应开路或短路 N

对每一次试验，带有定时器或程控器的器具以额定电压

供电，持续时间应等于允许的最长时间 ：
N

额定电压下的试验持续时间或直至稳定状态建立所需时

间 ：
N

绕组温度不应超过限定温度；器具类型；绝缘等级；实

测温度（℃） ：
N

19.11 除非符合19.11.1规定的条件，否则应通过对所有的电路或电路

上的零件进行19.11.2规定的故障评估来检查电子电路的合格

性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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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带保护性电子电路的器具经受19.11.3和19.11.4的试验 N

带有一个通过电子断开获得断开位置的开关的器具或者带有

处于待机状态开关的器具，经受19.11.4的试验

N

19.11.1 对于同时满足下述两个条件的电路或电路中的零件，不必进行

19.11.2中 a)到 f)的故障试验..................................................：
--

－此电子线路是低功率电路，即按规定进行试验，在低功率点

的最大功率不超过 15W
N

－对电击、火灾危险、机械危险或危险的功能失常的保护，不

依赖于此电子电路的正常工作

N

19.11.2 器具在 11 章规定的条件下以额定电压工作，每次施加一个故

障条件，试验持续时间按照规定要求.....................................：
--

a) 如果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小于29章中规定的值，将功能性

绝缘短路

N

b)在任何元件接线端处开路 P

c)电容器短路，符合GB/T14472的电容器除外 P

d)非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的任何二个接线端短路该故障条件不施

加在光耦合器的二个电路之间

P

e)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元件以二极管方式失灵 N

f)集成电路故障。在此情况下要评估器具可能出现的所有危险

情况，以确保其安全性不依赖于这一元件的正常功能

P

19.11.3 若器具具有保护性电子电路，其保证器具符合第19章要求的，

则按照19.11.2中a)至f)所述，模拟单一的故障条件重复相关的

试验

P

在每一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必须进行如下检查.....................： --

－绕组的温升不应超过表8的限值 N

－器具应符合19.13所规定的条件 N

－通过保护阻抗的电流不能超过8.1.4的规定限值 N

如果一个印刷电路板的导线变为开路，只要同时满足下述三个

条件，此器具可被认为已经受了该特殊试验.........................：
--

－印刷电路板的材料经受附录E规定的燃烧试验 N

－任何导线的松脱,都不使带电部件和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减小到低于第29章规定的值

N

－器具在开路导线桥接的情况下, 经受19.11.2的试验 N

19.13 试验期间，器具不应喷射出火焰、熔融金属、达到危险量

的有毒性或可点燃的气体。

P

温升不应超过表9中的值。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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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外壳变形不能达到不符合第8章的程度 P

若器具还能工作，应符合20.2的规定。 N

非III类器具的绝缘应承受16.3的电气强度试验。试验电压

按表4规定设定：
—

—对基本绝缘............................：1000V N

—对附加绝缘............................：1750V N

—对加强绝缘............................：3000V N

器具不应经历危险性功能失效，并且 P

如果器具仍然可运行，保护电子电路应不得失效 P

器具在电子开关断开或待机模式下按要求试验时，器具不

应运行

P

20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

20.1 器具应有足够的稳定性 N

倾斜试验，倾斜角度 10（器具放置的斜面与水平面间的

夹角），器具不应翻倒
N

带电热元件的器具重复倾斜试验，倾斜角度增大至 15 N

在每个翻倒的位置进行发热试验，温升不应超过表 9 值 N

20.2 活动部件应适当安置或封盖，以提供防止人身伤害的保护 P

保护性外壳、防护罩和类似部件应是不可拆卸的 P

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牢固固定防护外壳 P

自复位热断路器和过流保护装置在意外再次接通时不应

引起危险

N

21 机械强度 —

21.1 器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其结构应经受正常使用中可能出

现的野蛮搬运

P

对器具外壳各部分以0.5J的冲击能量打击三次后，应无损

坏

P

必要时，加强绝缘或附加绝缘要经受16.3的电气强度试验 N

必要时，在新样品的同一部位反复打击，三次为一组 N

21.2 固体绝缘的易触及部件，应有足够的强度防止锋利工具的

刺穿

N

按要求对绝缘进行试验，除非 N

附加绝缘厚度不小于1mm，加强绝缘厚度不少于2m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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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22 结构 —

22.5 在触及插头的插脚时，应无电击危险 N

22.6 电气绝缘应不受冷凝水或泄漏液体的影响 N

软管断裂或密封泄漏，不应影响II类器具和II类结构的电气

绝缘

N

22.7 带有蒸汽发生装置的器具，应对过压危险有足够防护措

施。

N

22.8 若隔间不借助工具便可触及，并且在正常使用中可能被清

洗，则在清洗的过程中电气连接不应受到拉力

N

22.13 在正常使用中握持手柄时，操作者的手应不可能触及温升

超过规定值的部件

P

22.14 不应有在正常使用或用户维护期间对用户造成危险的粗

糙或锐利的棱边

P

不应有在正常使用期间或用户维护期间，用户易触及的暴

露在外的自攻螺钉等的尖端

P

22.24 裸露的电热元件应得到充分的支撑 N

即使断裂，电热导线也不可能与接地金属部件或易触及

金属部件接触
N

22.31 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上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不得因磨

损而低于29章的规定值

N

导线、螺钉、螺母或弹簧等类似零件的松动或脱落不应使

带电部件与易触及部件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低于对附

加绝缘的规定值

N

22.32 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设计或保护应能防止尘埃或脏物

的沉积

N

22.34 操作旋钮、手柄、操作杆和类似部件的轴不应带电，除非

该部件上的零件取下后，轴是不易触及的

N

22.35 在正常使用中握持或操纵手柄、操纵杆和旋钮，即使绝缘

失效也不应带电

N

22.36 在正常使用中用手连续握持的手柄，其结构应使操作者的

手在按正常使用抓握时，不可能与金属部件接触，除非这些金

属部件是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带电部件隔开

N

22.37 对II类器具，电容器不应与易触及的金属部件连接，符合

22.42条的除外

N

Ⅱ类器具的电容器的金属外壳应采用附加绝缘将其与易

触及金属部件隔开，符合 22.42 条的除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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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0 打算在工作时移动或有易触及运动部件的电动器具和联

合型器具，应装有一个控制电动机的开关。开关的动作构件应

明显可见且易操作

N

23. 内部布线 —

23.1 布线槽应平滑无锐边 P

布线的保护不应与毛刺及散热片接触 P

金属导线孔应平整圆滑或带有衬套 P

应有效防止布线与运动部件接触 P

23.2 带电导线上的串珠和类似的陶瓷绝缘件应可靠固定，不能

改变其位置或放置在锐边上

N

柔性金属管内的绝缘串珠应装在绝缘套内 N

23.3 彼此间有相对运动的电气连接和内部导线不应受到过分

的应力

P

23.4 裸露内部布线应是刚性的并被固定 N

23.5 内部布线的绝缘应能经受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电气应

力

P

23.6 用作内部布线的附加绝缘的套管，应采用可靠的方式保持

在位

N

23.9 多股绞线在承受压力处不应使用铅-锡焊将其焊在一起，除

非

N

24 元件 —

24.1 元件在其合理应用的条件下应符合各有关国家标准 P

2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

25.5 电源软线安装到器具的方法： —

——X型连接 N

——Y型连接 N

——Z型连接 N

25.9 电源线不应与尖点或锐边接触 N

25.15 通过软线固定装置，使电源软线的导线免受拉力和扭矩，

并保护导线的绝缘免受磨损
N

25.22 器具输入插口： —

—— 在插入或拔出时，带电部件均不易触及 N

—— 连接器便于插入 N

—— 连接器不应支撑器具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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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外部金属部件的温升超过75K，则不应使用适于冷

环境的输入插口，除非电源线不可能接触此类金属部件
N

26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

26.1 器具应具有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或等效装置 N

仅在取下不可拆卸的盖子后才能触及该接线端子 N

如果接地端子需要工具进行连接并提供独立于导线连接

的加紧装置，则它可以是易触及的
N

26.4 除具有专门制备软线的 X 型连接的接线端子外，其余 X 型

连接的接线端子和连接固定布线的接线端子应不要求导线专

门制备，其结构或放置应防止导线在紧固时滑出

N

26.10 螺钉夹紧的接线端子和无螺钉的接线端子，不应用于连接

扁平双芯箔线，除非导线端部装有适合的连接装置
N

对连接施加 5N 的拉力进行试验 N

27 接地措施 —

27.1 0I类和Ⅰ类器具的易触及金属部件，永久可靠地连接到一

个接地端或输入插孔的接地触点上

N

接地端不应与中性接线端子连接 N

27.2 接地端子的夹紧装置应可靠牢固，以防意外松动 N

27.5 接地端子或触点与接地金属部件之间的连接应是低电阻

的

N

如果对于保护性特低电压电路，基本绝缘的电气间隙取决

于器具的额定电压，则本要求不适用

N

在规定的低电阻试验中，电阻值应不超过 0.1Ω N

28 螺钉和连接 —

28.1 紧固装置、电气连接以及提供接地连续性的连接应能承受

机械应力

N

29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

29.1 考虑到表15中过压类别对应的额定脉冲电压，电气间隙应

不小于表16中的规定值，除非

N

29.2 爬电距离应不小于工作电压相应的值，并考虑材料的类别
和污染等级

N

29.3 附加绝缘与加强绝缘应有足够厚度或层数，以经受器具在
使用中可能出现的电气应力

N

30 耐热和耐燃 —

30.1 绝缘材料制成的有关外部零件应耐热 P



报告编号：TCT200319S005

TRF01C-016.51-2010 第 14页 共 21页

GB4706.1-2005
条款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

对外部零件,在 75℃下进行球压试验，压痕直径不得超

过 2mm.

塑料外壳 ：

0.9mm
P

对支撑带电部件的零件, 在 125℃下进行球压试验，压

痕直径不得超过 2mm.
PCB：1.0 mm P

30.2 有关部件的非金属材料应耐燃和阻燃 P

30.2.1 根据 GB/T 5169.16，材料的类别至少为 HB40 N

不能进行灼热丝试验的部件应满足ISO 9772 中对HBF 类

材料的要求

N

30.2.2 对有人照管下工作的器具，支撑载流连接件的绝缘材料部

件，以及这些连接件 3mm距离内的绝缘材料部件，经受

GB/T5169.11(idt IEC60695-2-11)的灼热丝试验

P

——对于正常工作期间其载流超过 0.5A 的连接件，750℃ 未燃烧 P

——其他连接件，650℃ 未燃烧 P

31 防锈 —

有关的铁制零件应有足够的防锈能力 P

32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

器具不应释放有害射线 P

器具不应存在毒性或类似的危险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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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1 表格：输入功率偏差测量 N

测量部件 额定功率(W) 实测功率(W) 功率偏差 额定偏差 备注

整机 --- --- --- --- ---

注：--

10.2 表格：电流偏差测量 P

测量部件 额定电流(A) 实测电流(A) 电流偏差 额定偏差 备注

5.0VDC 1.0 0.86 -14% +20% 符合

--- --- --- --- --- ---

13.2 表格：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测量 N

电热器具：1.15倍额定功率(W)..........................................：

电动器具和联合型器具：1.06倍额定电压(V)….............： /

测 量 部 位 实测值(mA) 限值(mA)

电源任一极与连接金属箔的易触及表面 --- ---

--- --- ---

13.3 表格：工作温度下的电气强度测试 P

试验电压施加部位 试验电压(V) 是否击穿

带电部件与易触及金属部件 500 否

带电部件与易触及绝缘材料表面金属箔 5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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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表格：发热试验，热电偶测温 P

室温 t1 （℃） 24.5℃

室温 t2 （℃） 24.6℃

试验电压 ( V ) 5.3V

测 量 部 件 (部位)
测量温升(K)

（充电温升）

测量温升(K)

（放电温升）
温升限值(K)

—塑料外壳 4.3K 5.0K ≤50

—PCB 板 8.2K 9.8K ≤105

—内部线 5.6K 5.1K ≤55

—电池外壳 8.3K 9.7K ≤20

—测试角 4.8K -- ≤65

N

R2－R1
t = (234.5+t1)-(t2-t1)

R1
R1(Ω) R2(Ω) 实测温升

(K)
限定温升

(K)
绝缘等级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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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样品图片

图片 1

[ √ ] 正 面 图

[ ] 背面图

[ ] 右面图

[ ] 左面图

[ ] 顶部图

[ ] 底部图

[ ] 内部图

图片 2

[ √ ] 正 面 图

[ ] 背面图

[ ] 右面图

[ ] 左面图

[ ] 顶部图

[ ] 底部图

[ ] 内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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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

[ √ ] 正 面 图

[ ] 背面图

[ ] 右面图

[ ] 左面图

[ ] 顶部图

[ ] 底部图

[ ] 内部图

图片 3

[ √ ] 正 面 图

[ ] 背面图

[ ] 右面图

[ ] 左面图

[ ] 顶部图

[ ] 底部图

[ ] 内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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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5

[ ] 正面图

[ ] 背面图

[ ] 右面图

[ ] 左面图

[ ] 顶部图

[ ] 底部图

[ √ ] 内 部 图

图片 6

[ ] 正面图

[ ] 背面图

[ ] 右面图

[ ] 左面图

[ ] 顶部图

[ ] 底部图

[ √ ] 内 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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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8

[ ] 正面图

[ ] 背面图

[ ] 右面图

[ ] 左面图

[ ] 顶部图

[ ] 底部图

[ √ ] 内 部 图

图片 7

[ ] 正面图

[ ] 背面图

[ ] 右面图

[ ] 左面图

[ ] 顶部图

[ ] 底部图

[ √ ] 内 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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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测试参考文件：GB 4706.1-2005。

2.报告未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

3.报告无检测、批准人员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本报告不能修改和删除。

6.本报告出现的试验结果仅与试验样品有关，对更改之后的样品概不负责。

7.除非全部复制，否则无实验室书面批准本报告不得部分复制。

＊＊＊＊＊＊＊＊本报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