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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悬架铰接电动客车车身骨架可靠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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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 对某款空 气悬 架铰接 电 动客 车车 身 骨 架进行可 靠 性评估 ， 首先建 立 了 整车骨 架有

限元分析模型 ， 以满载 弯 曲 工 况 为 例 ，对其进行 了 静 强度分析 ；
其次选 用 Ｗｏｒ ｋｂ ｅｎｃｈ 集成 的 Ｆａ

？

ｔ ｉｇｕ ｅＴｏｏ
ｌ工 具对整车 车 身 骨 架进行 了疲劳 寿命分析 ，依据得到 的整车 疲劳 寿命云 图 和各节 点

的 寿命 ， 确定 了 整车 车 身容 易 发生疲劳破坏 的 位置 ， 为 空 气 悬 架 约 束下 的铰接 电 动客 车改进设

计提供 了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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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 汽车被越来越多 的家庭所用 ， 同 时也带来 了严重 的环境

污染问题 ，因此公共交通就成了鼓励人们 出行的
一种重要方式 ， 电动公交客车应运而生并得以快速发展 ，

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并认可这种方式 ，同 时又对乘车舒适性提出 了 更高要求 ，有必要将空气悬架应用于 电

动客车 中 。 空气悬架 系统是以空气弹簧为弹性元件 ，利用气体的可压缩性实现其弹性作用 的 。 通过压缩

气体的气压能够随载荷和道路条件变化而进行 自 动调节 ，不论满载还是空载 ，整 车高度不会变化 ， 可 以大

大提高乘坐 的舒适性 。 在舒适性提升的 同时 ，更应该保证车体寿命不受影响 ，保证乘客安全不受影响 。

王涛等Ｗ结合 ＡＭＥＳ ｉｍ 和 Ｈ ｙｐｅｒｍ ｅｓ ｈ 软件对某空气悬架半承载式客车整车进行了建模和空气弹簧

的边界条件模拟 ，分析得到 了车架的疲劳强度 。 赵文涛等 ［
２
］提 出采用等效载荷和辅助约束的方法来模拟

空气弹簧边 界条件 ，对某客车车架进行了强度分析 。 惠延波等
［
３
］ 基于 ＭＳＣ

．
ｆａ ｔｉｇｕｅ 对某轻型客车车架进

行 了疲劳寿命分析 ，得到 了车架的疲劳裂纹原因并提出 了合理的改进方案 。 蔡加加等
［ ４］ 应用随机振动理

论 ，得到 了车架的疲劳裂纹原因 并提 出 了合理的改进方案 。 结合 ＡＤＡＭＳ／ＣＡＲ 动力 学分析软件与车架

材料的 Ｓ￣

ｉＶ 曲线 ，计算和优化了某客车车架疲劳寿命 ， 为 提高客车安全性提供重要依据 。 本文将有 限元

分析理论与疲劳分析理论相结合 ，使用有限元软件 ＡＮＳＹＳＷ 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和疲劳分析工具 Ｆａｔ ｉｇｕｅＴｏｏ ｌ ，进

行 了某款空气悬架铰接 电动客车车身骨架的可靠性评估 ，对提高乘车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

１ 整车车身骨架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１ ． １ 三维建模和有 限元模型导入

以某铰接客车车身骨架为例进行研究 ，车架长 １ ８０ ００ｍｍ
，宽 ２５５ ０ｍｍ ，高 １２００ｍｍ ， 整车底架材料

为 Ｑ３４５ ，其他部分采用 Ｑ２３５ 。 应用 Ｓｏ ｌ ｉｄＷｏｒｋ ｓ 三维建模软件对各部分分别建模 ，然后装配整车车身骨

架 ， 生成 Ｘ
＿

Ｔ 文件 ， 导人 Ｗｏｒｋｂ ｅｎｃ ｈ 中 ，得到 整车有限元模型 ，如图 １ 所示 。 整车车身前后两段均为矩形

管结构 ，对其进行抽 中面处理 ，取壳单元形式 。 壳单元建模具有 精度 高 、 可 以保 留模型 的几何形状 、模拟

任何承载部件的优点 。 铰接盘部 分结构较为复杂 ， 取实体单元形式 。
车身零件 间 主要是 以 焊接工艺连

接 ， 对前后两段车身进行建模时 ，采用共节点方式对零件连接处进行模拟 ，对前后车身与铰接盘连接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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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Ｎｏ ｄｅＭ ｅ ｒｇｅ 的方式进行模拟 ， 如 图 ２ 所示 ， 最终得到 壳 －实体单元有 限元分析模型 ， 模型 共包含 网格

４７０２ ０３个 ，节 点
６ １ ３４７８个 。

图 １ 整车 车身 骨 架 有 限 元模型图 ２ 实体 单 元与 壳 单 元节 点 共 享 （
ＮｏｄｅＭｅｒ

ｇ
ｅ

）

１ ．
２ 边界 条件设置

空气弹簧作 为铰接车悬架 的弹性元件 ， 其刚 度 是变化 的 。 采用 ＡＣＴ－Ｎ ｏ ｎＬ ｉｎ ｅａ ｒＳｐ ｒ ｉ ｎｇ 方式模拟空

气弹簧单元 悬架约束作 为静 力学求解 的唯
一约 束 ， 能 否真 实模拟实际运行环境下 的 约束 ，将直接影响

结果的准确性 。 采用将刚度转化为载荷位移 曲线的方式 ， 能够较为 准确 模拟 真实情 况 ， 如 图 ３ 所示 ， 为空

气弹簧载荷与位移的关 系 曲线 ，边界 条件设置为约束前悬架左右推力 杆支座位 置除 了垂向 Ｋ 和 纵向

外所有 自 由 度 ，约束空 气弹 黄上节点除 了垂 向 汰 外 的所有 自 由 度及空气 弹簧下节点 的 除 了纵向 的 所

有 自 由度 ［
６］

， 如 图 ４ 所示 。 以 满载弯 曲 工况 为例 ，求解车架静强度 并校 核其 是 否满足要求 ， 为后期疲劳寿

命分析奠定基础 。 研究的车身骨架 中 ， 电 池包 主要分 布在车 身底架座位板下方位置和后 围 横梁上 ，如 图 ５

所示 ，其 中 １ 号电池包质量为 １
９

（
）ｋｇ ，

２ 号 电 池包为 １ ５０ｋｇ ，
３ 号 电池包为 ３ ８０ｋｇ 。 除 了 电池包外 ，车身承

受其他载荷如表 １ 所示 。

图 Ｊ 空气弹 蒭 载荷位移 曲 线 图 ４ 边界 条 件设置 简 图

（
ａ

）
电 池包所在位 馓俯视 ｍ （

ｂ
）电 池包所 在位 Ｗ．后 视 阁

图 ５ 电池包所在位 置 图

表 １ 铰接车车架 所 受 载荷 ｋ
ｇ

乘客 （ 含 饵驶 员 ） 座 椅 玻璃

９５５ ５ ５４０ ３５ ６

所受载荷 中 ，全部玻璃质 Ｍ总 和为 ３ ５６ｋｇ ，包括前 围大玻璃 ，前段左侧 围 ５ 块和右侧 围 ４ 块 ， 以及后

段车身左侧 围 ４ 块和右侧 围 的 ３ 块 ，所有玻璃均 以集 中载荷形式施加 在 玻璃下边框上 ， 座椅上乘 客质量

（ ３６ 人 ） 和座椅质量施加在座椅下方 的矩形 管表 面上 ，其余乘 客 质量 （ １ １ １ 人 ） 则 以均布载荷形式分布在地

板骨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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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铰接客车车 身骨架静力 学分析

采 用第 四强度理论校核整车车身骨架强度 ［
７
］

， 即

一

ｆｆ２ ）

２
＋

＿

ｆｆ３ ）

２

＋
（ｆｆ３

＿

＜Ｔ
ｌ ）

２

］＜ ［ｆｆ］（ １ ）

式 中 ，１ 为 主方 向 的 主应 力 ； ＜Ｔ ，

、
＜Ｔ ２ 和 分别为 ３

个方 向 的主应力 ； ［
＜Ｔ］为材料的许用应力 。

通过有 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 ＳＹＳＷｏｒ ｋｂｅｎｃ ｈ 求

解得到 整车应力和变形 图 如 图 ６ ？ 图 ８ 所示 ， 由 图

可见 ，最大变形位移约为 ９ｍｍ ，满足设计要求 。 在

整车底架与后 围连接处 ， 铰接客车在满载弯 曲 工况

下最大应 力 是 ２３４
．
０９Ｍ Ｐａ

，在前段车身车架 门 主

横梁与 中 轮左侧悬架裙立柱连接处 ，材料的屈 服极

限为 ３４５ ＭＰａ ，经计算安全系数约 为 １ ． ５ ，大于一般

经验安全系数
［
８ ］

，满足强度要求 。

图 ６ 整车骨 架应 力云 图

图 ７ 整车骨 架应 力局部云 图

３ 铰接客车车身骨架疲劳寿命

图 ８ 整车骨 架位移云 图

３ ． １ 材料参数选取

本研究整车底架材料为 Ｑ３ ４５ ，密度为 ７３０ ０ｋｇ／ｍ
３

， 弹性模量为 ２０６０ ０（ ）
ＭＰａ ， 泊松 比为 ０ ．２８

；其他部

分材料为 Ｑ２３５ ，密度为 ７８ ５０ｋｇ／ｍ
３

，弹性模量为 ２ １ １０００ＭＰ ａ ，泊松 比为 ０ ． ３ 。 在 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中 有丰 富 的 材料库数据 ， 经查 阅 参考文献得到 ， Ｑ３４ ５ 对应材料库 中 的 Ｓ ｔ ｒｕ ｃｔ ｕｒｄＳｔ ｅｅ ｌＢＳ４３６ ０Ｇｒａｄｅ

５ ０Ｄ？ ， Ｑ２ ３５ 为默认材料 Ｓ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ａ ｌＳｔ ｅ ｅ ｌ 。 二者 的 曲 线如 图 ９ 和 图 １ ０ 所示 。

８ ．７

８．６

名
８．５

＾
， ８ ． ４

＝
８ ．３

８ ．２

７ ．９

０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循环次数
（
ｌ
ｇ）

图 ９Ｑ２３ ５ 材料 的 曲 线图 １ ０Ｑ３４５ 材料 的 义 ］＼ 曲线

３
．
２ 疲劳破坏 类型 和疲劳 设计方法 的选择

疲劳寿命指 的是疲劳失效时所经受的应力 或应 变 的循环次数 。 通常把疲 劳破坏类型分为高周 疲 劳

和低周疲劳 。 高周疲劳作用于零件 、构件 的应力水平较低 ，破坏循环 次数一般高 于 １ 〇
４
？

１ 〇
５

的疲劳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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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周疲劳作用于零件 、构件的应力水平较高 ，破坏循环次 数一般低于 １ 〇
４
？

１ （）

５

的 疲劳 。 对于铰接式电 动

客车 ， 根据上文应力 求解结果 ， 各部分应力 值均小于材料的许用应力 ， 属 于高周疲劳范 围
［

１ °］

。

由于对该车身骨架定 义的理想等 幅载荷频率远低于 车架 的 固有频率 （ ６
？

１ ５Ｈ ｚ ）
，故本文采用静态疲

劳分析的方法 ［
１ １

］

。

３
．
３ 铰接客车 车 身骨架 疲劳寿命评估

结合上文求解得到 的静力学结果 ，我们对水平弯 曲工况进行疲劳寿命计算 。 在 ＡＮＳＹＳＷ ｏｒｋｂｅｎｃ ｈ

中可 以直接导入 Ｆａ ｔ ｉ

ｇ ｕｅ
Ｔ ｏｏ ｌ 中 ，将有限元分析结果 ， 材料参数设定完成后 ，求解得到 车架的疲 劳分析结

果云 图 ， 如 图 １ １ 所示 。

图 丨
１ 整车 车 身骨 架 疲劳寿 命 云 图

从疲劳寿命云 图 中 可 以 发 现 ， 大 部分骨架 结构 寿命都 在 ２ ．５０８ Ｅ ＋ ０ ８ 次 以 上 ， 满 足 疲劳 寿命要 求

（ １ （ ）

７

） 。 只有 少数区域为损伤严重 的部位 ， 主要集 中 在 以 下几处 ． 如 表 ２ 所示 。

表 ２ 整 车 骨 架部分节 点疲劳 寿 命

节点 对应位贤 名 称 疲劳寿 命 ／次

５５ ２８７３ 左侧 中轮前段裙立柱 与魅架前横梁连接处 １
．
４ ５５ Ｅ＋０ ４

５６ ３７ ７９ ａ 前门 边梁与 前门 前门 框立柱连接处 １
．
０５ １９Ｅ

＋ ０５

５６３７ ７６ Ａ 前门边 梁与前 门后 门框立柱连接处 １
． ９４５９Ｅ

＋
０５

５３ ５４ ８８ 座 椅立柱 与 底架 中段斜撑连接 处 ９
．
６２８４Ｅ

＋ ０４

５７ ２６ ６５ 左侧 丨
丨彳 第 四玻璃下斜撑与 边框连接处 ９

． ７ ５５４ Ｅ
＋ ０６

根据数据分析可得到 ， 容易发生疲劳破坏 的地方有 如下 几处 ｈ ２
］

：

（ １ ）左侧 中 轮前段裙立柱与悬架前横梁连 接处 ，疲劳计算 寿命最 短为 １ ． ４ ５ ５Ｅ ＋
（１ ４ 次 。 寿命短 的原 因

为 ：

一

方 面该处 为底 架中段与悬架连接区域 ．是应 力求解结果 Ｍ大 的 位置 ， 另
一方面该 区域与悬架约束点

位置较为接近 ， 容 易产生应力集 中 。

（ ２ ）座椅立柱与 底架 中段斜撑连接处 ， 疲劳计 算寿 命 为 ９
．
６２８４ Ｅ

＋ ０４ 次 。 该 处寿 命短是 因 为座椅下

方安装有 ３ 号电池包 ， 导致该处产生较大应力 ， 造 成构件产生疲劳损伤 。

（ ３ ）前门边梁与 前 门 前后 门框立柱连接处 ， 疲劳计算寿命分别 为 １
． 吧 １

＜

）Ｅ＋ ０ ５ 次 和 １ ．
９ ４５９Ｅ ＋０ ５

次 。 分析原 因可能是该处破坏 了力线封闭 ， 影 响了 力 流传递的连续性 ， 导致构件产生疲劳损伤 。

在后期改进方案中 ， 可采用对这 几处的矩形管进行结构优化设计
［

１
３
］

， 或者将此处 的载荷进行转移 的

方式来提高车架 的疲劳寿 命 。

４ 结语

对某款空气悬架铰接式电动 客车 车 身骨架采用有 限元理论与疲劳损 伤理论相结合的 方法 ，使用 ＡＮ －

ＳＹＳＷｏ ｒｋｂｅｎｃ ｈ 有 限元分析与 Ｆ ａ ｔ
ｉ

ｇｕ ｅＴ ｏｏ ｌ 疲劳分析工具 ， 得到 了该铰接客 车整车骨架疲劳 寿命 ，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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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分析确定了容易发生疲劳破坏和损伤的位置 ， 为该铰接式电动客车改进设计提供 了依据 。

参 考 文 献

［１ ］王涛 ， 潘 淑华 ， 李赫 ． 空气悬架半 承载式客车整车建模方法研究及焊缝疲劳强度分 析 ［Ｃ ］ ／／
２０ １ ５ 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年

会论文集 ． 北京 ： 中 国 汽车工程学会 ，
２０ １ ５

：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３ ．

［２］赵文涛 ，任旭东 ，温 雯 ． 客 车空气弹簧悬架边界条件模拟与试验验证 ［Ｊ］ ． 计算机辅助工程 ，
２ ０ １８

，
２ ７

（
１ ） ： １

－

６．

［３］惠延波 ，王宏晓 ，冯 兰芳 ， 等 ． 基于 ＭＳＣ． ｆ ａｔ ｉｇｕｅ 的某轻型客车 车架疲劳 寿命分析 ［Ｊ ］ ． 郑 州 大学学报 ： 工学版 ，
２０ １ ３ ，３４

（ １ ） ：
８ ７

－

９０ ．

［４］蔡加加 ，
王 东方 ，苏小平 ，等 ． 基 于随机振动 的某客车车 架疲劳 寿命研究 ［Ｊ］ ． 机械工程与 自动化 ， ２ ０ １４ （ ２ ）

：
１３ １

－

１ ３２ ．

［５］周炬 苏金英 ．
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 ｃｈ 有限元分析 实例详解 ［

Ｍ
］ ． 北京 ：人民邮 电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

［６］冯磊． ＢＲＴ 客车铰接装置及整车有限元分析 ［Ｄ］ ． 青 岛 ：青岛理工大学 ，
２ ００９ ．

［７］刘鸿文 ． 简明材料力学 ［
Ｍ

］ ． 北 京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８ ］邓晓龙 ， 冯国胜 ，李鹏飞 ， 等 ． 基于 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 ｃｈ 的某轿 车车身 刚度研究 ［Ｊ ］ ． 石家庄 铁道大学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

２０ １ ６
，
２９ （ １ ）： ６４

－

６ ８ ，

 、

［
９
］周美施 ， 张铁柱 ， 尹怀仙 ， 等 ． 基于 ｎＣｏｄｅＤ ｅｓ ｉｇｎ

－Ｌ ｉｆｅ 的 电 动 客车 车架疲劳寿命分析 ［Ｊ ］ ． 青 岛 大学学报 ： 工程 技术版 ，

２０ １ ５ ， ３ ０ （ ４ ）： ９ ６
－

１ ００ ，

［
１０ ］张茜 ． 基 于路面激励 的客车 骨架振动疲劳 可靠 性研究［

Ｄ］ ． 西安 ：长安大学 ，
２ ０ １ ７ ．

［ １ １ ］李成林 ，宋莎莎 ，韩振南 ． 基于 ｎＣｏｄ ｅＤｅｓ ｉｇｎ
－Ｌｉｆｅ 的某车架疲劳可靠性分析 ［Ｊ］ ． 图 学学报 ，

２０ １ ４
，
３ ５ （ １ ） ＝ ４２

－

４５
．

［ １２ ］李龙 ，铰接电动公交车车身骨架可靠性评估 ［Ｄ］ ． 石家庄 ：石家庄铁道大学 ， ２ ０ １ ９．

［ １３ ］王顺 ，铰接电动公交车车身骨架轻量化设计 ［Ｄ］ ． 石家庄 ：石家庄铁道大学 ， ２ ０ １ ９．

Ｒｅｌ 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Ｓｕ 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ＢｕｓＢｏｄｙＦｒａｍｅ

Ｆｅｎｇ
Ｇｕｏｓ ｈｅｎｇ

１

，ＬｉＬｏｎｇ
１

，
ＺｈｏｕＫａ ｉ

２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ｎ

１

，ＷａｎｇＨａｉｈｕａ
１

（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 ｅｃｈａ ｎｉ ｃａ
ｌＥｎｇ ｉｎ ｅｅｒ ｉｎ

ｇ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ｈ ｕａｎ ｇ

Ｔ ｉｅｄ ａｏ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Ｓｈｉ

ｊ
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 ５００ ４３ ，Ｃｈ ｉｎａ

；

２ ．Ｓｈ ｉ

ｊ
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ｂｏＡｕｔｏｍｏｂ ｉ

ｌ
ｅＣｏ ．Ｌｔ ｄ． ，Ｓｈｉ

ｊ
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 ５０ ８００ ？Ｃｈ ｉｎ 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ｖａ ｌｕａｔ ｅｔｈｅｒｅ ｌ ｉａｂｉｌ ｉ ｔｙｏｆ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ｏｆａｎａｉ ｒｓｕｓ ｐｅｎｓ ｉｏ ｎａ ｒｔｉｃｕ ｌａｔ ｅｄｅｌ ｅｃｔ ｒｉｃ

ｂｕｓ
，

ｆ ｉｒ ｓｔ ｌｙ ， ｔｈｅ ｆｉ ｎ ｉｔ ｅｅ 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 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ｏ ｆｔ ｈｅ ｆｒ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ｖｅｈｉ ｃ ｌ ｅｗ ａｓｅ ｓｔ ａｂ ｌ ｉ ｓｈｅｄ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 ａ ｔｉｃｓ ｔｒｅｎｇ ｔｈｏｆｔｈｅｆ ｒａｍ ｅｗａｓ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ｂｙｔ ａｋｉｎ ｇ
ｔｈｅ ｂ 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ｄ ｉｔ ｉｏｎｏｆｆｕ ｌ ｌ ｌ
ｏ ａｄ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 ｌｅ ；ｓｅｃ

？

ｏｎｄ ｌｙ ？ｔｈｅｆａｔ ｉｇｕｅｌ ｉｆｅ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 ｌｅｖ ｅｈ ｉｃｌ ｅｂｏｄｙ
ｓｋｅｌｅ ｔｏｎｗａｓａｎａｌｙ ｚｅｄｂ ｙｕ ｓｉｎｇ ｔｈｅＷｏｒ ｋｂｅｎｃｈｉｎ ｔｅｇ ｒａ ｔ

？

ｅｄＦａ ｔ ｉ

ｇｕ ｅＴｏｏｌ ．Ａｃ ｃｏｒｄｉ 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ａ ｔ ｉｇｕｅｌｉ ｆｅｃｌｏｕ ｄｄ ｉ ａｇｒａｍｏ ｆｔ ｈｅｗｈｏｌ ｅｖ ｅｈ ｉ ｃｌｅａｎｄｔｈｅ ｌｉ ｆｅｏｆｅａｃｈ

ｎｏｄ ｅ ，ｔｈｅ
ｐｏ ｓｉ ｔ ｉｏｎｏ ｆｔ ｈｅｆａｔ ｉ

ｇｕ ｅｆａ ｉ
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ｗ ｈｏ ｌ ｅｖｅｈ ｉ ｃｌｅｂｏｄｙ

ｗ ａｓｄｅ ｔ ｅｒｍ ｉｎｅｄ ．Ｉ ｔ
ｐｒｏｖ

ｉｄｅ 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
？

ｃａｌｂａｓ ｉｓｆｏ ｒｔｈｅ ｉｍｐ ｒｏｖｅｄｄｅｓｉ

ｇｎｏ ｆａｒ ｔｉ ｃｕ ｌａｔｅｄｅ
ｌ
ｅｃｔ ｒｉ ｃ

ｐ ａｓ ｓｅｎｇ ｅｒｃａｒｓｗ
ｉ ｔｈａ ｉｒ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 ｉｎｔ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ｒ ｔｉｃ ｕ ｌａ ｔｅｄｅｌｅｃｔｒ ｉｃｂｕ ｓ

；ａ ｉｒｓｕ 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ａｔ ｉｇｕ ｅｒｅ ｌ ｉ ａｂｉ ｌ ｉ ｔｙ ；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

Ｆａ ｔｉｇｕ ｅ
Ｔｏｏ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