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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ABS煞車系統煞車系統1/21/2
� 車用ABS煞車系統，最主要優點為當緊急煞車時，使

煞車及轉向仍能保持正常。
【說明】 緊急煞車前輪鎖死時，導致轉向功能失

靈，易生意外。而ABS煞車系統係在緊急煞車時，電
腦瞬間操控連續一煞一放，此時車輪仍在轉動，而轉
向功能保持正常，避免鎖死車輪無法轉向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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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用電腦控制ABS煞車系統，當高速行駛緊急煞車
時，煞車踏板會自動上下震動，表示正常現象。

【說明】 電腦控制的ABS煞車系統之作用，係當緊
急踩煞車時，其作用不是鎖死車輪，而是由電腦瞬間
操控連續一煞一放，每秒鐘可達5~7次的煞、放動
作，因而煞車踏板會感覺上下震動。

� 高速行駛緊急煞車的過程，如該車裝設有電腦控制
ABS煞車裝置時，只要駕駛人冷靜地操作方向盤，可
以轉動方向盤做以閃躲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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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ABS煞車系統煞車系統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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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坡與煞車下坡與煞車1/21/2
� 汽車行駛於下坡路段時，不得將引擎熄火，放空檔滑

行。(規則107)
� 汽車下坡時，如關掉引擎，動力方向盤和煞車增壓器

不能正常運作，易發生事故。
� 汽車行經坡道，上坡時不得蛇行前進，下坡時不得關

閉引擎或放空檔滑行。(規則107)
� 汽車行駛於長下坡，為避免煞車過度使用而過熱失

靈，應將檔位排入低速檔，配合引擎煞車而勿過度使
用腳煞車。

【說明】煞車使用過度會導致煞車來令片與煞車盤(鼓)
溫度過高，以致於摩擦力降低，同時也易使煞車油高
溫沸騰汽化而失去作用，因此長下坡時要排入低速檔
使用，發揮引擎煞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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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下長坡時，最安全控制速度的方法，是使用低速
檔適時配合引擎煞車。

� 汽車下長坡道時，如果能適當運用引擎煞車，不但會
減少車輛損壞率，且最安全。

【正解】 汽車下長坡時應排入低檔位，引擎煞車效
果較佳，較易控制下坡速度，可少用腳煞車，下坡才
安全。

� 為節省汽油，汽車下坡時，可將引擎熄火，放空檔滑
行， 是不可行的作為。(規則107)

【正解】 汽車下坡時，如將引擎熄火，會使車輛轉
向及煞車變重，而放空檔滑行，下坡速度會變快，非
常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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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坡與煞車下坡與煞車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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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排檔車自動排檔車1/41/4
� 自動排檔車輛，在起動引擎時，應將排檔桿放置在

「P」檔位置並踩住煞車。

� 自排車起動引擎時，一定要將排檔桿置於「p」檔，
才能使起動馬達運轉。

【正解】自動排檔車輛，將排檔桿放置於「N」或「P」
檔，才能發動引擎。 Ｐ檔＆Ｎ檔，只有這兩個檔，
才可以發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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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排檔車輛在行駛中，排檔桿不可以隨時換入
「P」檔，或「R」檔位置。

【正解】自動排檔車前進中將排檔桿排入停車「P」
檔，或倒車「R」檔，會造成自排變速箱損壞。

� 自動排檔車停車時，應在車輛確實完全停止後，始能
將排檔桿換入「P」檔位置。

� 自排車輛停車，駕駛人離開座位前，除應將手煞車拉
緊外，排檔桿位置應置於「P」檔。以防止車輛滑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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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排檔車自動排檔車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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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排車要將排檔桿從「P」檔排到「R」檔或「D」檔
時，須先踩住煞車。

【說明】電腦控制的噴射引擎，如因電腦故障，引擎突
然自行加速，若排檔桿在倒車「R」檔或前進「D」檔
時，可能產生暴衝。
自88年度起領牌之自排車，應裝設未踩煞車踏板無法
由停車檔排出檔位之自動排檔鎖定裝置，以避免暴衝
危險。

� 自排車輛起駛時，要踩下煞車踏板，才能移動排檔
桿，以避免發生暴衝危險。

� 自動排檔車在行駛中引擎熄火，欲再重新起動時，卻
無法起動，其排檔桿可能還停留在「D」檔位置。

【說明】不是車輛故障無法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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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排檔車自動排檔車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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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自動排檔車上高速公路時，不可將排檔桿排在最
低檔位，不論開快或開慢，自動變速箱不會調整自動
變速會損傷變速箱。

【正解】 自動排檔車行駛前進，將排檔桿排在D
檔，始能依車速自動調整到適當的檔位行駛。

� 自排車多數為前輪驅動，拖吊時除先放手煞車外，然
後前輪吊起，後輪著地，由前拖吊的方式。才不致造
成變速機構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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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排檔車自動排檔車4/44/4
8/52 自排車的排檔要領：

自排車利用自動變速箱的油壓裝置，當引擎扭力變化時，自
動配給適當的齒輪，完成不同齒輪比的變換需要。因此，自
排車並非沒有檔位，而是換檔的動作，由機械代替人工罷
了。

我們開自排車，應當手中無檔，心中還是要有檔位的觀念。

檔位變換可以由幾個現象觀察到：引擎聲音變化；轉分表跳
動；車速變化。Ｐ檔：停車時使用，排檔鎖住，車輪不會動。

Ｒ檔：倒車檔。
Ｎ檔：空檔。
Ｄ檔：前進檔。一般小車最多可到五個前進檔。

２檔：加力檔，限制使用１檔或２檔。長坡道用。
１檔：加力檔，限用１檔，陡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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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速箱換檔前，稍微放掉油門，可以減少換檔壓力，行車更
為順暢。有些車油門踩到底，是不會換檔的；

上坡重踩油門，可以強迫換低速檔，增加馬力又稱為強迫降
檔。

暫停時少用Ｎ檔，暫停超過１分鐘，建議用Ｐ檔，既安全又
省油。

手自排車為增加駕控性能，在自排中加入人工換檔的能
力，叫手自排：

＋代表增加動力，降低檔位。
－代表降低動力，增加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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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器裝置的操作方法：

離合器踏板的操作：

�用左前腳掌踩踏離合器踏板。

�用膝蓋和腳關節的伸屈動作踩下或放鬆離合器踏

板。

�踩下離合器應該迅速，並且一次踩到底。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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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時不可使用超速傳動檔（O/D檔）來做引擎煞
車。

【正解】 一般4檔自排車的第4檔是最高速的檔位，
稱為超速傳動檔(O/D檔)，特性是可使車輛跑得快又
省油，適合高速行駛使用。按O/D鈕時儀錶板顯示 燈
號，表示關掉第4檔只剩1~3檔位。在山路行駛頻繁變
檔時；或為超車而降檔超越時適用。但不宜高速行駛
過久，增加油耗。而在陡坡或下長坡前則應先排到1
或2檔，利用引擎煞車的阻力來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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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FFOD/OFF檔檔1/21/212/52

� 自排車下險坡時，需排入較低之檔位。

� 在山區下坡路段前應換檔使用低速檔行駛。

� 汽車連續下坡，長時間使用煞車時，煞車油油溫容易：
升高而影響行車安全。

� 連續使用煞車導致煞車鼓溫度升高後，煞車效果將變
小。

【說明】 由於煞車鼓與來令片高溫時會減少摩擦力，
因此應避免長時間連續使用煞車。

� 下長陡坡聞到有燒焦臭味，其原因可能是煞車使用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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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FFOD/OFF檔檔2/22/213/52

離合器操作注意事項：

�起步時不可以突然放鬆離合器踏板，應以漸進式。

�換檔時，應將離合器踩下再換檔不可以直接排檔。

�行駛中不可以將左腳放在離合器踏板上。

�行駛中如需減速鬆油門祇要踩煞車即可面利用引擎煞

車，等速度低於一定後才可以踩下離合器踏板。

14/52
加速踏板的操作：

(1)以右腳跟靠在駕駛室底板最支點，前腳掌輕踏在加速踏

板上，用腳關節作用使踏板放鬆或踩下。踩下後，轉速升

高，放鬆後，轉速下降。

(2)右腳必須使用煞車踏板外，其餘時間必須放在加速踏板

上。操作要領輕踏、緩放，切忌誤忽然踩放動作。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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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 19/52

操作影片：
汽車安全駕駛與保養

20/52

發動引擎：
1.拉引手煞車、防止車輛滑動。
2.排檔置於空檔。
3.將離合器踏板踩到底。(自排車踩煞車踏板)
4.將點火開關轉至「NO」，使點火電路接通。
5.查看儀表系統工作情形是否正常。
6.點火開關轉至「START」，如引擎順利發動，立即放鬆鎖
匙，使其自動彈回。
7.使用啟動馬達每次不可以超過15秒，第二次發動應間隔
10秒。
8.在夜晚發動引擎應先關掉大燈及冷氣。

21/52

1.起步
�檢視各儀錶警告燈是否正常。

�將離合器踏板踩到底。

�將排檔置於一檔，放鬆手煞車。

�自車內查看車內外後視鏡，看清楚四周交通情況。

�緩慢鬆煞車踏板至摩擦點，感動車身微動時左腳稍停，

待車輛平穩啟動數公尺後，再將踏板完全放鬆。

�放鬆離合器踏板時，全程可分四段操作，即稍快、續慢

放、稍停、全部放鬆。

	輕踩加速踏板增加引擎轉速。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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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變速

低速換高速：
�輕踩加速踏板，待車速加快至每小時20公里時放鬆加速
踏板，將離合器踩到底。
�依換檔要領，將排檔桿換入二檔位置，並適時放鬆離合
器踏板，繼續加速行駛。
�由二檔換三檔或三檔或四檔時，從覆前述動作。(換檔
時，加速踏板、離合器踏板、排檔桿及行車速度應互相配
合)

高速換至低速：
�放鬆加速踏板，車速稍降後，踩下離合器踏板，將排檔
桿換入一低速檔位置，放鬆煞離合器踏板(不宜太快)，繼
續行駛或減速停車。
�凡是由高速檔換至低速檔時，宜先放鬆加速踏板減速。

23/52

3.停車及熄火

�放鬆加速踏板，顯示右方向燈，並靠路右側行駛。

�從後視鏡看交通情況，選擇停車地點和時間。

�輕踩車踏板減速，同時踩下離合器踏板，看清楚右側交

通情形，採循序漸進方式，慢慢靠邊停車離路邊50公分

內，使車輛完全停止時，拉緊收煞車。

�車輛停妥後熄火，將排檔桿至於一檔或倒車檔。

�放鬆離合器與煞車踏板，下車後關妥車門。

24/52

倒車操作：

�坐姿與操作方向盤之要領與前進相同，查看車後之情

況，排檔排入倒車檔，按照慢車之操作要領，徐徐放鬆離

合器踏板，當車輛移動時，眼睛看左右兩側之後視鏡，操

作及修正方向盤。

�下體坐實，上體微靠車門，頭部伸出門外，兩眼焦點延

伸至車尾後方，觀察車後交通情況，右手握住方向盤12點

鐘方向為至，以左右運動修正動作，左手握住方向盤7~8

點鐘位置，操作時以右手為主，左手為輔，左手臂不可以

伸出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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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道行駛：
�是彎度大小與路寬，提早減速並換較低檔次，適度
轉動方向盤，使車輛沿著車道中心軸線行駛，車道取
直時，將方向盤回復原位，延著規定之行車路線行
駛。轉彎時注意內輪差，以免與右側物體擦撞。
�彎道行駛，不得超車、超速、迴車及任意停車。

26/52

直角轉彎行駛：
轉向時宜降低車速，彎道越急，車速宜越慢，並以雙手

交叉操作方向盤，兩手用力均勻，動作優美敏捷，切記勿
變手做小幅度互推，更不可以兩手同時鬆開方向盤，以策
安全。
直角90度轉安之要領，右轉彎時車輛靠左線。

27/52

曲線路段駕駛：

�首先控制好車速，宜慢不宜快，控制好轉方向盤。

�根據路型即時轉向和回正。

�通過曲線和連續彎道時，要把握好車速和方向盤之配

合。

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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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隧道1/31/3

� 汽車進入隧道，應遵守車道管制號誌之指示行駛。
(規則90)

� 汽車行駛於隧道內，行車速度應依速限標誌指示。
(規則90)

� 隧道區域內禁止任意停車、臨時停車、倒車或超車。
(規則101、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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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行駛於隧道內，禁止任意變換車道。(規則90)

� 若因隧道內車道壅塞，可變換至較少車輛之車道行
駛，以紓解車流量。

【正解】 隧道內劃設雙白實線為禁止變換車道線，
行駛中不可任意變換車道。

� 汽車行駛於隧道內，不得從車內向外拋擲物品。

隧道隧道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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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在隧道內行駛時應開亮頭燈並依規定速限行駛。
(規則90)

【正解】汽車經過隧道內燈光明亮視線良好，依規定還
是要開亮頭燈，以防忽然停電致生事故。

� 汽車在隧道內遇事故時，儘可能將汽車停放於路邊設
置之緊急停車彎，並開啟危險警告燈。(高快管16)

【正解】應把車輛位置標繪後移至緊急停車彎，並開啟
危險警告燈，報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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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隧道3/33/3
31/52

(一)通風
行經隧道路段之車輛所排放之廢氣，須藉助通風系統等硬體
設施將其排出隧道外，以保持隧道內部較佳之空氣品質與視
線清晰度。

(二)照明
隧道內部之照明設施須維持常年廿四小時全天候照明。(須考
量眼睛對於隧道內外亮度差異之適應)

(三)交通容量
隧道因空間使用有限，其車道側向淨寬及高度受限，故隧道
路段之交通容量通常較一般路段為低。

(四)半封閉式
隧道之構造為半封閉式，當發生火災或緊急事故時，搶救將
遭遇困境。

黃靖雄教授

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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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困難。

狀況不明、救援不易。

救援急迫性。

進入搶救困難可及性低。

發生火災時，濃煙大、溫度高，疏散

及避難困難。

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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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人行聯絡隧道
@1600/400M

2. 緊急停車彎@800M

3. 逃生警示燈
5. 消防栓箱@50M

11.緊急電話@200M

•車道管制號誌@400M 

•資訊可變標誌@800M

14.速限可變標誌

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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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人行聯絡隧道
@1400/350M

2. 緊急停車彎@1400M

3. 緊急出口指示燈
5. 消防栓箱@50M

11. 緊急電話@175M

•車道管制號誌
•資訊可變標誌
•速限可變標誌

36/52

特性：密閉化及地下化、聯絡、救災及人員避難、
逃生等均極為困難、火災、濃煙、高溫（1000度）、損傷重大

豎井通風系統高差
岩盤地質複雜

車行
方向
送風
方向

導坑

雪山隧道

37/52

車輛進入對向隧道需經指示
雪山隧道
西→東

雪山隧道
東→西

雪山隧道 雪山隧道避難導坑

人行橫坑、 車行橫坑

38/52

39/52
隧道內消防栓箱

火災通報按鈕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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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內逃生橫坑

41/52
隧道內緊急停車彎

於隧道內車行右側路肩外，八卦山長隧道800公尺、雪山長隧道
為1400公尺設置一處。

42/52

(一)進入隧道前

1.收聽警察廣播電台路況報導。
(八卦山長隧道頻道 FM94.5 或 FM105.1 雪山長隧道頻道
FM94.3 或 FM104.9 )

2.注意速限標誌並依速限標誌指示行駛。

3.注意資訊可變標誌所顯示路況資訊，如隧道內發生狀

況，應

按指示行駛。

4.遵守車道管制號誌指示行車。

5.禁止暫停隧道出、入口或路肩。

6.進入隧道前請依標誌指示開啟頭燈。

43/52
(二)進入隧道內

1.進入隧道後，勿超速行駛或變換車道。

2.在隧道內行駛時應保持較長跟車距離。
(前後車間應保持50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兩消防栓箱間
之距離為50公尺，可作為參考)

3.隧道內無路肩，隧道內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三)事故或車輛故障

1.將車輛靠邊停放，啟亮警示燈並於車後100公尺處設置

三角故障標誌。

2.迅速利用最近的路邊緊急電話向控制中心求援。
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 0800-000183
雪山隧道行控中心 0800-008456

44/52

(四)發生火災時

1.車輛發生火災時，應先將車輛靠邊停放，再使用自備

滅火設備先行滅火或利用隧道消防箱內設備滅火。

2.按消防箱上手動火警警報按鈕或用最近的路邊緊急電

話向控制中心通報。

3.依據逃生指示燈所指示方向，人員儘速撤離隧道。
(往車行反方向，進入人行聯絡隧道內)

4.如控制中心透過廣播設備提供訊息時，請配合指示疏

散。現場有警察或救援人員時，人員及車輛應遵從指揮撤

離災區。

45/52
長隧道長隧道1/41/4

� 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時小
型車應保持50公尺 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高快管16)

� 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時大
型車應保持100公尺 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高快管16)

� 汽車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
內因隧道壅塞、事故導致車速低於每小時20公里或停
止時，仍應保持20公尺 以上之安全距離。(高快管16)

駕
駛
原
理
與
方
法
2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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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行駛於長隧道內不可以任意變換車道。(規則90)

� 長隧道內設置停車彎，其目的是供故障車輛停放。
(高快管16)

� 長隧道之車行聯絡隧道（車行橫坑）危急必須開放時，
車輛方得進入。

【正解】 長隧道之車行聯絡隧道是危急必須開放時，
車輛才可進入。如上一題。

� 汽車行駛於長隧道內，中途嚴禁停車添加燃油。

駕
駛
原
理
與
方
法
2

長隧道長隧道2/42/4
47/52

� 若汽車因故停滯於長隧道內，而導致空氣品質不佳或
有害氣體濃度過高時，用路人應暫時將座車熄火，以
減少廢氣產生。

� 長隧道內設有緊急聯絡電話，供車輛故障或發生車禍
與災變時通報行控中心之用。

� 長隧道內禁止載運危險物品、超長、超寬、超高、及
超重汽車行駛。(規則90)

� 載運危險物品車輛不可以進入八卦山或雪山隧道內。
(規則90)

駕
駛
原
理
與
方
法
2

長隧道長隧道3/43/4
48/52

� 公路長隧道為一種特殊空間，呈現密閉化、地下化等
特性，發生火災時其溫度往往超過1,000℃，若使用
不當，可能引發重大災害。

� 汽車行駛於長隧道遇發生火災時，為降低火災產生黑
煙之危害，逃生時應儘量降低身形，往車行反方向疏
散。

� 行經長隧道內若遇火災，應保持鎮定，車輛立即向隧
道兩側停靠，讓出通道以利救災車輛進入。

� 行駛於長隧道內若發生火災時，應熄火停車，所有人
員攜帶貴重物品下車，鑰匙留置車內，並不得上鎖，
以便搶救人員移置車輛。

駕
駛
原
理
與
方
法
2

長隧道長隧道4/44/449/52
安全帶安全帶1/31/3

�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汽車駕駛人、前座及小型車後座乘
客需繫安全帶。(條例31)

� 大客車行駛高速或快速公路，駕駛人及前座乘客應繫
安全帶。(高快管9)

駕
駛
原
理
與
方
法
2

50/52

� 為安全起見，有安全氣囊裝備的汽車，行駛時仍應繫
安全帶。

� 嬰兒應放於後座嬰兒臥床並予束縛或定位。不可將嬰
兒放在膝上，然後繫上安全帶，既安全又能照顧保護
嬰兒。

駕
駛
原
理
與
方
法
2

安全帶安全帶2/32/3
51/52

� 不可讓安全帶的肩帶繫於腋下，降低保護效果。
【正解】 如本題所敘之舉動，已喪失安全帶之應有

的安全功能，絕不可行。

� 若安全帶已經磨損或損壞時，必須更換新的安全帶。

� 汽車嚴重碰撞後，使用過的安全帶，其組件包含收縮
器、附件等都必須全部換新。

駕
駛
原
理
與
方
法
2

安全帶安全帶3/33/3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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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坐姿示範教學

1. 汽車行駛於下坡路段時，不得將引擎熄火，放空檔滑
行。(規則107) 

2. 汽車行駛於長下坡，為避免煞車過度使用而過熱失
靈，應將檔位排入低速檔，配合引擎煞車而勿過度使
用腳煞車。

3. 汽車下長坡時，最安全控制速度的方法，是使用：(1)
腳煞車。(2)手煞車。(3)低速檔適時配合引擎煞車。

4. 行車時可使用超速傳動檔（O/D檔）來做引擎煞車。

5. 汽車連續下坡，長時間使用煞車時，煞車油油溫容
易：(1)升高。(2)不變。(3)降低。而影響行車安全。

6. 下長陡坡聞到有燒焦臭味，其原因可能是：(1)排氣管
過熱。(2)離合器打滑。(3)煞車使用過度。

O

O

3

X

1

3

7. 車用ABS煞車系統，最主要優點為當緊急煞車時，使煞
車及轉向仍能保持正常。

8. 自動排檔車輛，在起動引擎時，應將排檔桿放置在
「P」檔位置並踩住煞車。

9. 自動排檔車輛在行駛中，排檔桿可以隨時換入「P」
檔，或「R」檔位置。

10. 自排車輛起駛時，要踩下煞車踏板，才能移動排檔
桿，以避免發生暴衝危險。

11. 自動排檔車在行駛中引擎熄火，欲再重新起動時，卻
無法起動，其排檔桿可能還停留在「D」檔位置。

12. 自排車多數為前輪驅動，拖吊時除先放手煞車外，然
後用什麼方式拖吊，才不致造成變速機構損壞：(1)前
輪吊起，後輪著地，由前拖吊的方式。(2)後輪吊起，
前輪著地，由後拖吊的方式。(3)四輪著地，由後拖吊
的方式。

O

O

X

O

O

1

13. 隧道區域內禁止任意停車、臨時停車、倒車或超車。
(規則101、110、111)

14. 若因隧道內車道壅塞，可變換至較少車輛之車道行
駛，以紓解車流量。

15. 行經隧道若發生交通事故，雖無人員傷亡，且車輛尚
能行駛者，為求釐清事故責任，應保持事故現場完
整，不得移動車輛。(高快管16)

16. 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時小型
車應保持?：(1)40公尺。(2)50公尺。(3)60公尺。 以
上之行車安全距離。(高快管16)

17. 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時大型
車應保持?(1)40公尺。(2)50公尺。(3)100公尺。 以上
之行車安全距離。(高快管16)

O

X

X

2

3

18. 汽車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內
因隧道壅塞、事故導致車速低於每小時20公里或停止
時，仍應保持：(1)20公尺。(2)30公尺。(3)50公尺。
以上之安全距離。(高快管16)

19. 長隧道內設置停車彎，其目的是供：(1)停車休息。(2)
故障車輛停放。(3)前車阻路超車用。(高快管16)

20. 長隧道之車行聯絡隧道（車行橫坑）：(1)供故障車輛
停放。(2)危急必須開放時，車輛方得進入。(3)供一般
車輛迴轉之用。

21. 若汽車因故停滯於長隧道內，而導致空氣品質不佳或
有害氣體濃度過高時，用路人應暫時將座車熄火，以
減少廢氣產生。

22. 載運危險物品車輛是否可進入八卦山或雪山隧道內：(1)
可以。(2)不可以。(3)沒有特別規定。(規則90)

1

2

2

O

2



11

23. 公路長隧道為一種特殊空間，呈現密閉化、地下化等
特性，發生火災時其溫度往往超過1,000℃，若使用不
當，可能引發重大災害。

24. 汽車行駛於長隧道遇前方火災發生時，其逃生原則：(1)
留在車內等待救援。(2)依車行反方向逃生。(3)依車行
方向逃生。

25. 行駛於長隧道內若發生火災時，應熄火停車，所有人
員攜帶貴重物品下車，鑰匙留置車內，並不得上鎖，
以便搶救人員移置車輛。

26.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哪些人需繫安全帶：(1)汽車駕駛
人。(2)前座乘客。(3)汽車駕駛人、前座及小型車後座
乘客。(條例31)

O

2

O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