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在’巴理学中的一些应用
马谋超 ,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心理学是研究人脑如何对客观现实作出反

应的一门科学
 

客观现实中的各种对象统称为
“

刺激
’ ,

而由它引起的心理活动称为
“

反应
”  

心理学企图通过控制一定的试验条件
,

把外界

刺激作成可测的系列变量
,

进而测量 由此引起

的一系列相应的心理变化
 

实验表明
,

在刺激

变量和心理反应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当心理变量有了适当的测试手段之后
,

这种关

系就有可能用一种适当的数学关系表达出来
 

早在十九世纪
,

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

的研究
,

由此导致 了心理学的一个领域
—

心

理物理学的诞生
 

这是数学应用于心理学研究

最早而且颇 有成效的一个领域
 

自此以后
,

数

学在心理学中的应用不断得到发展
 

随着模糊

数学的诞生
,

更出现了新的情况
 

现将这些应

用的内容概述如下
 

这就是著名的韦伯律或称韦伯分数
 

!∀ # ∃年
,

费希纳 %
 

&
 

∋ () ∗+(
,
在韦伯

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如下基本假设
−

!
 

在一定的刺激范围内
,

所有的最小可

觉差  ! ∀ #在主观上都是相等的
,

可以作为

感觉量的单位
∃

%∃ 反应量可看作若干 !∀ 单位的总和
∃

这样
,

韦伯律可以表示为
&

蒯笋

—
二二二“∋ ,

中
%#

一
、

心理物理的函教关系

在晴朗的夏 日夜空
,

人们很容易看到满天

繁星
,

而在白天则极难觉察到它们的存在
∃

这

个熟悉的现象告诉人们
&

对于刺激 强 度 变化

刁诱# 的觉察与原有刺激强度仲# 之间存在着某

种关系
∃

这种关系后来被心理学家 们 称 为 刺

激的临界值函数
∃

() ∗+年
,

德国科学 家 韦伯

,
∃

−
∃

. 以沁 ∋ #最早研究了所谓提重的辨别试

验
∃

他发现
,

在对相当重的两个物体进行重量

辨认时刚好感觉到有差别所需要 的物理差别量

即差别团/ ,

要比在两个相当轻的物体上产生

的差别阑大
∃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

差别阂是刺

撤强度的线性函数
,

即 &

这里 0 是一正常数
, 1∋ 是由  ! ∀ 引起的感觉

量增量
∃

由上述假设知各个  ! ∀ 所引起 的 1∋

都是相等的
∃

解微分方程 % #
,

得
&

∋ 一刃2 功3 4
·

∗#

当 争取闭限值5 6 时
,

感觉量
7 为 。 ,

即

8 一09 2 6 3 : ,

或

: ; 一 09 2 6
∃

+#

将 + # 代入 ∗ # ,

得
&

∋ ; 0 9帅一 <= 6 #
,

7 > 二 9。
喜#

∃

」、

若令 6 为单位 ( ,

则有
&

∋ ; 刃2币
∃

? #

? #式称为费希纳律
∃

(≅? Α年
,

史蒂文斯 Β
·

?∃ ΧΔΕ Φ Ε2 。#在大量

实验的基础上提出感觉量与刺激之间存在着幂

刁价
一娜

,

或
李

一 4,

甲

≅ 卷(Γ 期

9#

/ 感觉所能觉察的刺激物的最小差异量叫做差别感 觉

网限
,

简称差别闷
∃

/ 差别闭又叫做最小可觉差
∃

Η 这里的阅限值指的是绝对感觉网限
∃

那种刚刚能引

起感觉的最小刺激最称为绝对感觉阔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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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关系
,

这就是史蒂文斯幂定律
,

可表示为
−

中. /
,

价
0 ,

#

其中价是感觉量
,

币是刺激强度
,

/’ 是决定量

表单位的常数
, 0
是依赖于感觉方式和刺激 条

件的幂指数
 

在 # 式中
,

若
0 二 ! ,

则感觉量 与刺激强

度成线性关系
 

若
0 1 ! ,

则 中增长得较快
 

若
0 2 3 ,

则 中增长得较慢
 

对 # 式两边同时取对数
,

得
−

4+中. 0 3帅 5 4+ 厂
,

在对数坐标轴上
, # 式变成以

0 为斜率的直

线方程
 

如果史蒂文斯律成立
,

那末量表问题实际

上就是通过 访和 功值来确定相应的幂指数
0
的

值
 

0
值成为感觉量与刺激量之间关系的一 个

重要指数
 

表 ! 提供了在不同试验条件下取得

的幂指数值
 

表 3 不同试验条件下的幂指数

连 续 量 刺 激 条 件 测得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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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感觉的信号检浦模型

自从费希纳提出感受性测量 以来
,

这个问

题就一直为心理学界所瞩目
 

传统的阂限理论

以感觉阂限作为感受性的度量
,

后来人们发现
,

感觉闹限实质上是辨别力和反应倾 向 的 混 合

物
 

比如
,

被试为了证明 自己的辨别能力强
,

常常愿意在刺激一出现时
,

就做出有信号的反

应
,

尽管这时被试还未弄清出现的刺激之中是

否包含需要作出反应的信号
 

如何将辨别力和

反应倾向分开
,

正是感觉测量中必须解决的关

键问题
 

)/ ∀ 0年
,

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詹纳 1 2
 

3
 

.4
& & 5 67 和斯韦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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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5; 97 从无线电

工程学的信号检测论中受到启发
,

将检测反应

器对光电传感器产生的噪音和信号分别作出反

应的原理
,

应用到人类认知过程中去
,

成功地

解决了这个间题
 

与传统的阂限测量方法不同
,

信号检测论

的方法是在测量感受性的实验中引入噪音
,

使

得传统实验中单纯对信号作出反应的过程
,

变

为对信号和噪音加以辨别及判断的决策过程
 

信号检测论的基本原则就是根据观察到的

响度

振动

振动

明度 1 自我发光体7

明度1 自我发光体 7

明度 1自我发光体 7

明度 1 自我发光体 7

明度 1反射体 7

视觉长度

视觉面积

红 1饱和度 7

味

味

味

臭

冷

温热

温热

温热

不适
,

冷

不适
,

热

灼痛

触粗糙度

触硬度

手指跨度

掌压

肌肉力量

重

粘性

电击

发声力量

角加速度

久暂 1持续时间7

!< < 赫纯音声压

加于手指 =< 赫振幅

加于手指 > ∀< 赫 振幅

黑暗中的 ∀’ 靶面

点光源

闪烁

闪烁的点光源

灰纸反射

投影线

投影面积

红
一

灰混合物

蔗塘

盐

糖精

庚烷

金属接触手臂

金属接触手臂

皮肤上小面积的辐射

皮肤上大面积的辐射

全身辐射

全身辐射

皮肤上的热辐射

磨擦砂布

挤压橡胶

方块厚度

皮肤上的静力

静收缩

提重

搅动硅酮溶液

电流通过手指

口头声压

∀ 秒旋转

白噪音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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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ΑΒ

某事件
,

从两个可供选择的假说中选择一个
 

它认为
,

在选择假说的过程1 即决策过程 7中
,

必须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
,

当事件可观察的

某些方面超过这个标准时选择一种假说
,

否则

选择另一种假说
 

为此
,

信号检测论有两点基本假设
Α

)
 

信号的觉察有一个中枢神经效应
 

它

随呈现刺激的时刻不同而发生变化
 

中枢神经

效应既可能由信号刺激引起
,

也可能 由噪音1 一

切内外干扰背景的总称 7刺激引起
 

气 ? ∀ <
· / 卷)< 期 确多 康志



6
 

由信号 7 8 引起的感觉和噪音 8

引起的感觉是不易分清的
 

判定一个特定的感

觉是由 7 8 还是由 8 引起
,

是根据统计决策论

来决定的
 ’

信号检测论有两种模型
−

参数分析模型和

非参数分析模型
 

 

参数分析模型

这种模型有两个前提假设
−

3 对每个被试

而言
,

由8 和 7 8 分别引起的感觉连续量的次

数分配曲线几 9 和儿袱9 均为正态分 布 , 6 ,

这两种分布曲线的方差相等
 

如图 ! 所示
 

次数分配Χ概率Δ

感觉连续皿

图 ) 感觉连续量的次数分配曲线

在上述假设下
,

被试的辨别力取决于由Ε

引起的感觉与由 Φ Ε 引起的感觉之间的差异 程

度
 

这两种感觉之间的差异愈大
,

则 Ε 和 ΦΕ

的界线显得愈分明
,

对 Ε 和 Φ Ε 的分辨也就愈

容易
,

从而被试的辨别力愈强
 

因此引 入Γ’作

为对辨别力的度量
,

即

Η9
Ε 一衬奋

# Ε
1 ? 7

其中 Η 9Ε 是 Φ Ε 引起的感觉连续量的平均值
,

材攻
是 Ε 引起的感觉连续量的平 均值

, 。二是

介 1 Ι 7的方差
 

设 ϑ 为任一感觉连续量
,

则 1 ? 7 式 可 变

为
Α

被试的辨别力 Γ’,

同时还能测量出被试的反应

标准
 

不同的被试的反应标准往往不同
 

有些

被试反应标准较严
,

即只有当刺激足够鲜明时
,

才肯作出
“

有
”

或
“

无
”

的反应
,

而另一些被试反

应标准较宽
,

只要一出现刺激
,

便立刻作出回

鸽
Α

 

这种反应标准反映了被试的反应倾向
,

而

反应倾向是依个人主观性而定的
 

Κ

为了说明反应标准
,

引入似然比的概念。
’

设 Ι 为任一感觉连续量
,

令 乙1 Ι7 一Λ 1川ΦΕ 7Μ

乃ΑΙ+ Ε 7 , , 1Ι 7 称为似然比
 

在上式 中
,

31 川
Φ Ε 7 为在条件 Φ Ε 下感觉 Ι 出现的概率

, 尸 1川
Ε 7为在条件Ε 下感觉 Ι 出现的概率

 

原则 上
,

任一感觉连续量均可作为反应标准
 

设 ΙΝ 为被试所选择 的反应标准
,
气 为第 −

次观察引起的感觉量
 

根据信号决策理论
,

当

Ι ‘, 礼 时
,

被试反应为
“

有
” , 当 Ι ‘Ο ΙΝ 时

,

被

试反应为无
 

从数学上可以证明
,

若用 ΙΝ 的似然比作为

反应标准
,

也完全与之等价
,

即
Α
令 月Π , 1Ι

。

7
,

若 , 1Ι
‘7 Θ 月

,

则被试反应为
“

有
” ,

若, 1从 7 Ο 月
,

则被试反应为
“

无
”  

设 ΙΡ
、

Ι Α
分别为甲

、

乙两个不 同的反应 标

准
,

若 启
− Θ 月Α ,

则 Ι − Θ Ι Α ,

也就 是 说
,

若月
−

Θ 启
Α ,

则甲反应标准严于乙反应标准
 

由此可见
,

月完全能够刻划反应标准
 

启

较大
,

则反应标准较严 , 月较小
,

则反应标准

较宽
 

图 > 所示接受者操作特 点 曲 线 1简称

Σ ∃ 曲线7 上各点反映了在特定刺激条件下被

试所采用的各种反应标 准
 

图中 尸1川Φ Ε 7 轴

表示被试在Φ Ε条件下反应为
“

有
”

的条件概率
,

Λ 1,’ ΤΕ 7轴表示被试在Ε 条件下反应为
“

有
”

的

材日Ε 一万
Ε Υ ϑ 一ϑ

. Ε

ϑ 一刀云

叮Ε

万一 Η9
Ε

叮 ΦΕ
ς 几 一Ω9 Ε , 1 ≅ 7

)刀

 

≅

, 1 “脚 7 石

 

0

 

>

其中 。9Ε 是 Ξ9 武 Ι7 的方差
, Ω 称为标准分数

 

1 ≅ 7 式即为 Γ’ 的计算公式
 

信号检测论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仅能测量 出

厂厂异异异异异ΒΒΒΒΒ 才才一一

Μ 几
Μ Μ ’’

ΜΜΜ
“ Μ

‘‘

乙乙
Μ ΜΜΜ

Λ 1 , ΜΕ 7

图 > Σ ∃ 曲线

确多余奋 / 卷)< 期 ? ∀笙



,

条件概率
 

‘

月和 :’ 彼此独立
 

当 9 。

改变时
,

因 ; 川
7 8 一

<二
=
· · :9

,

; , >8 一

厂
、‘· , :9

, ?

#≅6∃

替举揍暇ΧΨ琴7氏尸 1Ζ Μ ΦΕ 7和 Λ 1Ζ [Ε 7 要随之变化
,

但只要噪音

和信号的强度不变
,

由此分别引起的感觉连续

量的平均值之差不变
,

即Γ’保持恒定
 

因此图

> 中的曲线又叫做等感受性曲线
,

即曲线上各

点的 Γ’不变
 

这样
,

根据信号检测论
,

就可以分别用 Γ’和

多去度量辨别力和反应标准而彼此不受干扰
 

非参数分析模型

在前述模型中
,

由于是用Η5
、 、

材云和。匆

作为参数去度量 Γ’
,

故而得名
“

参数分析模型
”

 

参数分析模型由于其前提假设难以保证而受到

限制
,

因此有人提出非参数分析模型
 

目前国

内外已广泛采用非参数分析模型来处理信号检

测的实验数据
 

下面对这种模型的具体使用方

法作一简要介绍
 

将一定数 目的信号和噪音混合起来
,

随机

排列
,

依次呈现给被试
 

每呈现一次刺激 1 ΦΕ

或 Ε 7
,

被试按照给出的若干类别在自认为最合

适的那个类别上作出反应
 

例如
Α

Φ Ε 和 Ε 各

) << 次
,

并给出六个类别
Α “

肯定无
, , “

很 可 能

无
” ,  

可能无
” , “

可能有
” , “

很可能有
” , “

肯

定有
” ,

依次给定类别数Ρ , > , ! , 0 , ∀ , =
 

主

试者分别统计出实验中被试对 Φ Ε 和 Ε 在各 个

类别上作出反应的次数
,

并计算出相应的频率

,, ,,

ΤΤΤΤΤ

【【【
【【【

ΤΤΤΤΤ

ΡΡΡΡΡ

ΡΡΡΡΡ

ΡΡΡΡΡ

ΡΡΡΡΡ
ΤΤΤΤΤ

ΡΡΡΡΡ
+++++
)))))

+++++

+++++

ΤΤΤΤΤ

ΡΡΡΡΡ
ΤΤΤΤΤ

百百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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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1 ,

加7 累积概率

图 ! Φ∴ 了1信号检测论 7的一个非参数模型中的Σ ∃

面积的计算1Σ ∃ 围成的面积被定义为 Γ, 7

1 ] 7
 

将Φ Ε 和 Ε 的各个频率依照给定的 类 别

从左到右逐次累加
,

得到各自的累加数
,

如表

> 所示
 

’

以 尸1 Φ Ε 7为纵坐标
,

以 尸1 Ε 7为横坐标
,

作出 Σ 1 】曲线
,

如图 ! 所示
 

设 Σ ∃ 曲线
、

ϑ 轴及直线 ϑ ς )
 

<三者围

成的面积为 Φ, 则感受性 沙 定义为
Α Γ’ Π Φ 

如果 Φ 二 <
 

∀ ,

则被试的感受性 最 低
,
如

果 Φ 一 )
 

< ,

说明被试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 的
,

感受性最高
 

如何衡量反应标准呢 ⊥ 这里是以

各个类别的带权平均数来表示的
 

即 Α

刃关。
‘

另。‘ ’

表 > 非参数分析模型实验

Β
)

卜卜卜卜Β引万
一丫了_ 下不不下不不石扁
一兀不一下万下下万下体
百「一干一不牙雨蕊石蔽蔺丽打,

累 Τ一二竺一上型竺竺坐燮些鲤丝匕

其中关是类别等级数
, − ς Ρ , > , ! , 0 , = , = , 。‘

是第 − 类别 Φ Ε 次数与 Ε 次数之和
 

使用非参数分析模型没有前提 条 件 的 限

制
,

这使它较之参数分析模型有一定的优越性
 

加 + 尸19 Ε 7 [! ∀ 拓[∀ ∀多Τ? 0 多)∀ ∀多[/ ∀ 多[>< <书

三
、

摸糊数学在心理学中的应用

精确数学是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的
 

集

合论认为
Α

任一研究对象 Ι ,

要么具有性质 8 ,

Ι 任8 ,

要么不具有这种性质
,

·

Ι 带8
,

二者必居

其一
,

从而忽略 了 Ι 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种性

质
 

因此有人认为集合论实质上是扬弃了事物

, 卷)< 期 确去 康奋



的模糊性而抽象出来的
,

是将思维过程绝对化

来达到精确和严格的目的
 

在心理学中
,

模糊现象屡见不鲜
 

读者不

妨做一个实验
,

即写一个形状如下的字
−

扩

对这个类别符合到什么程度
 

这种程度可以用

〔。
, !〕闭区间的一个实数去度量

,

这个数便是隶

属度
 

此时
,

类别与类别之间是相容关系
,

被试

的反应不再是量表中的一个点
,

而是隶属度的

集合 理
,

对这类值进行统计被称为模糊统计
 

这种模型既适用于连续物理量的心理划分

如重量
、

高度等
,

也适用于语言类别的划分

如好
、

厌等  

基于这一模型
,

可以产生各种具体的测量

方法
,

这里介绍一种多级估量法
 

所谓多级估量法是指被试就待测对象在量

表的各个类别上作出估量
 

仍以前面辨认字形

的试验为例
 

首先在心理连续量上划分出五个
类别

,

如表 Α 所示
,

然后对所写字形与
“

日
”

字

的相象程度进行估量
,

即从表中的五个类别中

挑选出符合程度最高的类别
,

并表明肯定度
,

接着在与这个类别相邻 的两个类别上作对偶比

较以确定赞同或反对的肯定度
,

直至完毕
 

此类操作具有如下性质
−

3 一旦确定完全

肯定的类别
,

必有某个或某些类别是完全否定 ,

6 愈远离峰值
,

其量值愈小 , Α 只有单峰多 ≅

待测物体特点愈不明显
,

在各类别之间反应程

度 的差别也愈小
 

用类别判断的模糊集模型较之用传统的类

别量表能够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

更符合于类别

判断的性质
,

能够比较完整细致地揭示出心理

变化的全貌
,

同时提高了测量的可靠性
 

基于记忆的模糊推理

基于记忆的推理是决策的重要基础
,

而前

表 Α 字形
“

日
”

Β3 Χ 乌一 ∃
 

Δ∀ 被确认

为
“
日

”

字的多级估量

很象 卜比较象3中立
不怎
么象

很不象

        ⎯   口   ) )              

决本许基坚少
赞同

许本基坚少 决
反对

令其横与竖的比例, +Μ , Α Π <
 

/ = ,

然后将这个字

拿去间周围的人
,

它的形体更象
“

日,
字还是更

象
“
日

”

字 ⊥ 显然这是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

也就

是说这个字形对于
“

日
”

字和
“
日

”

字都有一定的

符合程度
 

对这类模糊现象提供适宜的描述手

段的是模糊数学
 

这里仅介绍模糊集合论对于

发展心理量表的作用 以及模糊嫡在推理过程中
、

的应用
 

类别判断的模糊 集模型

传统的心理学在对刺激物的类别进行判断

时采用的是类别量表
 

传统的类别量表存在两

方面的问题
Α

其一
,

当心理连续量被划分成若

干类别时
,

其间的界线是分明的
多
其二

,

在操

作上要求被试把待测对象归入其中 的 某 一 类

别
 

以上述实验为例
,

在判断所写字形象不象
“

日
”

字时
,

传统的方法是将量表划分成若干类

别
,

如
“

很象
” ,  

比较象
” , “

中立
” , “

不 怎 么

象
” , “

很不象
”

等
,

然后在其中一个类别上作出

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这里类别与类别之间相互

排斥
,

一旦划入某一类别
,

就意味着对其他类

别的否定
 

为此
,

提出类别判断的模糊集模型

时有两点基本假设
Α

)
 

心理连续量被分成若干类别时
,

它们

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

>
 

在每个类别上都有不同的符合程度
 

用数学形式表示为
Α
多一 Β种仃

‘7 [劣
‘,

−任 ,[
,

其中 − 是类别数
,
劣‘是划分的 类 别

, 林 1从 7 是

待测对象在 劣‘上的隶属度
 

这就是说
,

将各类别看作是心理连续量上

的模糊子集
,

人们在对每个类别进行判断时并

不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
,

而只是考虑待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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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是以记忆和信息相互作用为前提的
 

其中

的关系可以由图 ≅ 来说明
 

其中Ε 勺 是事件 心 的肯定度
,

/ 是正常数
,

Ε 一 !一厂

在第一种条件下
,

从第 ! 次到第 Φ 一 3次试

验时翻开的牌的信息量 ; 萝
一 , 为 −

一

Ε

ΦΓΓ!艺间3+
。 ,

3
丈声 言Η ! 二= 二

—
Ι , 二, 二Ι

Φϑ
3

5 Ε
3 9 −

<Ε 3 9 − 4+ Ε ‘ 9 ‘

4 9 −
>

,

图 ≅ 记忆与推理的关系

那末
,

记忆和信息量是如何作用才产生了

以记忆为基础的推理的呢Κ 现在就以下面的实

验为基础来说明这个问题
 

实验的材料是扑克牌
 

它有 Λ 种预先排列

好的规则
 

实验按 以下步骤进行
−

!
 

实验者按其中的一种排法将牌覆盖起

来
 

6
 

实验者要求被试说出一张牌的名称
 

一

Α
 

被试每次只能说一次
,

并告诉实验者

对这张牌的肯定度
 

然后翻开这张牌
 

这里肯

定度取值于 Μ∃
, 3〕闭区间

 

≅
 

实验者按照表 ≅ 的格式填写相应的项

目
 

其中 8 3 是被试在完全找到排列规则之前 所 翻

牌的数目
, 9 ‘是第 4次翻开的那张牌

 

由于推理结果产 是依据可利用的信息量得

来的
,

所以对第Φ张牌的推理度 弓为
−

弓可蛋一尸红
− ,

Φ一 ! , 6 ,
⋯

,

8 气

在整个试验中的推理量
= 4
为

−

刃 4

, ,
一
置

, , 刁,
·

在第二种条件下
,

从第 ! 次到第Φ一 !次试

验时翻开牌的信息量 尸势
!

为
−

二
Ν

一命暮
‘Ε93

,
3+Ε 9Ο

表 ≅ 实验表格

5 Ε 9 − 4+ Ε 9 −
>

 

因为在这种条件下
,

必须记住翻开过的牌才能

推断出排列规则
,

所以在排列规则相同时
,

第

二种条件下的肯定度与第一种条件下的肯定度

必然有一定的差异
,

这种差异是由记忆导致的
 

以叭作为记忆对第 Π张牌作用程度的度量
−

实验者排列的牌

被试择牌的肯定度

被试择牌的正误

Θ ‘二
<仗一

牙
’

集或瓷
一‘

, 6 ,

一 “ 3,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
,

记忆对推理 的作用量为
−

∀ 重复步骤6 , Α , ≅ ,

直至被试能够正确

说出牌的名称
,

且其肯定度为 3 为止
 

试验在两种条件下进行
 

! 保持翻开的牌

不变 , 6 翻开的牌立即又被翻回去 两次试验

相隔两个多星期
 

在第一种条件下
,

被试只需根据已翻开的

牌的信息作 出推理
,

而在第二种条件下
,

推理

的依据不仅仅是牌所提供的信息
,

还取决于被

试对已翻开牌的记忆程度
 

以模糊嫡 Ρ 作为对信息量的度量
,

即
−

弃 ΣΣ

叮一 习 叮‘: ‘,

公. 3

对第 Π张牌的推理度为
−

毋一乃一 ; 梦
一 − 一的

·

在整个试验中的推理量为
−

护4 刃! !

,‘’一
,Ρ3

,

梦‘, 一
置

‘乃一尸梦
一‘一 Θ , ’刁,

·

了一
/

暮
‘入、户‘叭

· , , 5 Φ‘Τ , , , + Φ‘Τ户,
,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数学在心理学中的一些

应用
 

随着心理学和数学的不断发展
,

数学必

将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心理学的研究中来
 

、 Λ ∀ ≅ Δ 卷6∃ 期 确多 余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