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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江苏警官学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合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简智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德安科

技有限公司、陆军工程大学、苏州市公安局、广州恒宇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光、王菁、卢秋红、蔡圣闻、杜伟、段杰、方向、周建浩、李佳欣、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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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　通用术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的通用术语及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４６５９—２０１５　民用爆破器材术语

ＧＪＢ１０２Ａ—１９９８　弹药系统术语

３　总则

３．１　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的通用术语包括基础术语、爆炸物、防爆安检器材、排爆器材、爆炸防护装

备，以及炸药与起爆器材、弹药等，其中炸药与起爆器材术语见 ＧＢ／Ｔ１４６５９—２０１５；弹药术语见

ＧＪＢ１０２Ａ—１９９８。

３．２　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通用术语分类汇总表参见附录Ａ。

４　基础术语

４．１

爆炸物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

在一定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能发生快速化学反应，生成大量的热和气体产物，对周围介质作功的化

学物质及其制品。

４．２

爆炸物安全检查　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犮犺犲犮犽狅犳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

防爆安检

以防爆炸为目的，对人身、物品、交通工具、场所和水域等是否藏匿爆炸物进行的安全检查。

４．３

搜爆　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

以人的感官检查、器材探测和警犬等动物搜索方式，搜查目标范围内是否存在爆炸物的专业性

检查。

４．４

爆炸物处置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使爆炸物降低或消除爆炸杀伤、破坏作用的专业性处置。

４．５

排爆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犈犇犇

使爆炸装置解体失效或降低爆炸杀伤、破坏作用的专业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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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防爆安检器材　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犮犺犲犮犽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

以防爆炸为目的，对人身、物品、交通工具、场所和水域等是否藏匿爆炸物进行安全检查的仪器

设备。

４．７

排爆器材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处置爆炸装置使其失效或降低爆炸杀伤、破坏作用的仪器设备。

４．８

爆炸防护装备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用于防护爆炸杀伤、破坏作用的装备。

５　爆炸物

５．１

炸药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

在一定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能发生快速化学反应，生成大量的热和气体产物，对周围介质作功的化

学物质。

５．１．１

硝铵炸药　犪犿犿狅狀犻狌犿狀犻狋狉犪狋犲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

由硝酸铵和还原剂等组成的混合炸药。

５．１．２

烟火药　狆狔狉狅狋犲犮犺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由氧化剂与还原剂等组成的，在一定能量或特定条件作用下，能发生燃烧或爆炸，产生声、光、热、烟

等烟火效应的药剂。

注１：常见氧化剂有硝酸盐、氯酸盐和高氯酸盐等，常见还原剂有镁铝合金粉、镁粉、铝粉和硫磺等。

注２：改写ＧＢ／Ｔ１４６５９—２０１５，定义２．１．１１。

５．１．３

黑火药　犫犾犪犮犽狆狅狑犱犲狉

由硝酸钾、硫磺和木炭按一定比例经物理混合而成的药剂。

５．２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爆炸物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除制式炸药、硝铵炸药、烟火药和黑火药外，以其他具有爆炸性质的氧化性固体、液体等危险化学品

为原材料和还原剂等组成的混合爆炸物。

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种类参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２０１１年版）。

５．３

弹药　犪犿犿狌狀犻狋犻狅狀

装有炸药等装填物能对目标起毁伤等用途的装置或物品。

注：改写ＧＪＢ１０２Ａ—１９９８，定义３．１．１。

５．３．１

未爆弹药　狌狀犲狓狆犾狅犱犲犱狅狉犱狀犪狀犮犲

已装设起爆炸药和引信，经过发射、投放、投掷或射出，处于应爆炸而未爆炸待发状态的弹药。

５．３．２

弃置弹药　犪犫犪狀犱狅狀犲犱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狅狉犱狀犪狀犮犲

在武装冲突中没有被使用而且不受当事方控制的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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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战争遗留弹药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狉犲犿狀犪狀狋狊狅犳狑犪狉

战争遗留下未爆弹药和弃置弹药的统称。

６　防爆安检器材

６．１

炸药探测器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通过接触或非接触方式对炸药、毒品等进行检测的仪器。

注：按分析原理分为荧光聚合物炸药探测器、离子迁移谱炸药探测器、拉曼光谱炸药探测器和化学比色分析探测

器等。

６．２

金属探测器　犿犲狋犪犾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用于鉴别非金属物中是否隐藏有金属物的探测器材。

注：按使用方式分为门式、台式和手持式。

６．２．１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犺犪狀犱犺犲犾犱犿犲狋犪犾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能握在手中进行操作，用于检查人身是否携带金属物的探测器材。

注：改写ＧＢ１２８９９—２００３，定义３．１。

６．２．２

金属安检门　犿犲狋犪犾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犱狅狅狉狑犪狔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

对通过门状结构的人员携带金属物时能产生报警的装置。

６．２．３

地下金属探测器　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犿犲狋犪犾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用于探测地下一定距离处是否存在金属物的检查器材。

６．２．４

水下金属探测器　狌狀犱犲狉狑犪狋犲狉犿犲狋犪犾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浸入水中用于探测水下是否存在金属物的检查器材。

６．２．５

鞋内检查仪　狊犺狅犲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用于探测鞋内及足部是否藏匿金属物品的检查器材。

６．３

犡射线探测器　犡狉犪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利用Ｘ射线辐射探测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的检查设备。

注：按使用方式分为通道式、便携式和动态式，按Ｘ射线发射接收原理分为透射式和背散射式。

６．３．１

背散射犡射线探测器　犫犪犮犽狊犮犪狋狋犲狉犲犱狓狉犪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利用背散射技术单侧成像的Ｘ射线探测器。

６．３．２

动态犡射线探测器　犱狔狀犪犿犻犮狓狉犪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可移动设备进行动态连续实时检查的Ｘ射线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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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非线性结点探测器　狀狅狀犾犻狀犲犪狉犼狌狀犮狋犻狅狀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利用非线性结点的谐波再辐射特性，通过发射基波、接收和分析谐波以探测半导体结点的设备。

６．５

电子听音器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狅狌狀犱犪犿狆犾犻犳狔犻狀犵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通过把微弱的声音进行放大或把人耳听不到的频率转换成音频，用于探测机械定时起爆装置、电子

起爆装置的检查器材。

６．６

检查镜　犲狀犱狅狊犮狅狆犲

用于观察人眼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物体部位的专用检查器材。

６．７

车底安全检查设备　犮犺犪狊狊犻狊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当车辆以一定的速度通过车底采集设备时，通过自动获取车辆底盘图像的方式，用于检查车下是否

藏匿爆炸物等违禁品的检查设备。

注：按使用原理分为车底安全检查镜、车底安全检查仪和车底安全检查系统。

６．８

密封液体检查仪　犾犻狇狌犻犱犮狅狀狋狉犪犫犪狀犱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用于对密封容器中的液体进行检查是否含有易燃、易爆、有毒和有害等违禁品的检查设备。

７　排爆器材

７．１

排爆工具组　狋狅狅犾犽犻狋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用于安全破拆爆炸装置的组合工具。

７．２

无磁排爆工具组　狀狅狀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狋狅狅犾犽犻狋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采用无磁材料铜铍合金制造，用于在磁场环境安全破拆爆炸装置的组合工具。

７．３

排爆绳钩组　犺狅狅犽犪狀犱狉狅狆犲犽犻狋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用于远距离对疑似爆炸物或其他危险品进行现场移动试验或转移等安全操作的组合工具。

７．４

爆炸装置解体器　犱犻狊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狅狉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

通过高压推动高速水流，或发射金属、有机玻璃、胶泥等材质弹，用于近距离解体爆炸装置的专用

器材。

７．５

冷切割装置　犮狅犾犱犮狌狋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采用不加热、不发生火花、不打磨、没有震动、不向材料施加应力等方式切割爆炸装置的仪器设备。

７．６

排爆机械手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犿犪狀犻狆狌犾犪狋狅狉

用于对爆炸物进行人工安全转移操作的一种简便抓取器材。

７．７

排爆机器人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狉狅犫狅狋

能够代替人到现场进行侦察、排除和处理爆炸物的移动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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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液氮抑爆装置　犾犻狇狌犻犱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用于将超低温的液氮注入电发火爆炸装置中，使其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芯片、电源等构成部件迅

速冷却失效、无法起爆的液氮处理专门装置。

７．９

排爆车　狊狆犲犮犻犪犾狏犲犺犻犮犾犲狑犻狋犺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用于运载防爆安检器材、排爆器材和爆炸防护装备的特种改装车辆。

７．１０

排爆仿真训练器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狊犻犿狌犾犪狋狅狉

利用物理仿真或计算机仿真的方式进行模拟排爆操作的训练器材或设备。

８　爆炸防护装备

８．１

频率干扰仪　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犼犪犿犿犲狉

用于对无线遥控器、无线通信工具等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实施防御性干扰的电子对抗设备。

８．２

排爆服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狊狌犻狋

用于近距离处理爆炸物时，阻隔或减弱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对人体造成的杀伤效应，且具有

阻燃功能的防护服装。

８．３

搜爆服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狊狌犻狋

用于搜索爆炸物时对人体具有爆炸防护作用的轻便式防护服装。

８．４

防爆毯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犾犪狀犽犲狋

由软质材料加工而成的，能阻隔或减弱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对周围环境造成杀伤、破坏效应

的爆炸物临时防护装置。

注：防爆毯一般由盖毯和围栏组成。

８．５

防爆盾牌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狆狉狅狅犳狊犺犻犲犾犱

能阻隔或减弱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对人体造成的杀伤效应，起到安全屏障作用的爆炸物防

护挡板。

８．６

防爆容器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能阻隔或减弱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杀伤、破坏效应，用于临时存放、运输

爆炸物的专用装具。

注：根据容器的结构形状及其抑爆能力的强弱，分为防爆球、防爆罐和防爆桶。

８．６．１

防爆球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犪犾犾

能阻隔或减弱较大炸药量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杀伤、破坏效应，用于临时

存放、运输爆炸物的专用球形装具。

８．６．２

防爆罐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狋犪狀犽

能阻隔或减弱一般炸药量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杀伤、破坏效应，用于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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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运输爆炸物的专用罐形装具。

８．６．３

防爆桶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狌犮犽犲狋

能阻隔或减弱较小炸药量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杀伤、破坏效应，用于临时

存放、运输爆炸物的专用桶形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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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通用术语分类

　　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通用术语分类见表Ａ．１。

表犃．１　爆炸物安全检查与处置通用术语分类

序号 类别 序号 类别

１ 基础术语 ３．３．１ 背散射Ｘ射线探测器

１．１ 爆炸物 ３．３．２ 动态Ｘ射线探测器

１．２ 爆炸物安全检查 ３．４ 非线性结点探测器

１．３ 搜爆 ３．５ 电子听音器

１．４ 爆炸物处置 ３．６ 检查镜

１．５ 排爆 ３．７ 车底安全检查设备

１．６ 防爆安检器材 ３．８ 密封液体检查仪

１．７ 排爆器材 ４ 排爆器材

１．８ 爆炸防护装备 ４．１ 排爆工具组

２ 爆炸物 ４．２ 无磁排爆工具组

２．１ 炸药 ４．３ 排爆绳钩组

２．１．１ 硝铵炸药 ４．４ 爆炸装置解体器

２．１．２ 烟火药 ４．５ 冷切割装置

２．１．３ 黑火药 ４．６ 排爆机械手

２．２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爆炸物 ４．７ 排爆机器人

２．３ 弹药 ４．８ 液氮抑爆装置

２．３．１ 弃置弹药 ４．９ 排爆车

２．３．２ 未爆弹药 ４．１０ 排爆仿真训练器

２．３．３ 战争遗留弹药 ５ 爆炸防护装备

３ 防爆安检器材 ５．１ 频率干扰仪

３．１ 炸药探测器 ５．２ 排爆服

３．２ 金属探测器 ５．３ 搜爆服

３．２．１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５．４ 防爆毯

３．２．２ 金属安检门 ５．５ 防爆盾牌

３．２．３ 地下金属探测器 ５．６ 防爆容器

３．２．４ 水下金属探测器 ５．６．１ 防爆球

３．２．５ 鞋内检查仪 ５．６．２ 防爆罐

３．３ Ｘ射线探测器 ５．６．３ 防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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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ＧＡ／Ｔ１１５５／２０１４　安检排爆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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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日

［１６］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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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汉语拼音索引

犅

爆炸防护装备 ４．８…………………………………

爆炸物 ４．１…………………………………………

爆炸物安全检查 ４．２………………………………

爆炸物处置 ４．４……………………………………

爆炸装置解体器 ７．４………………………………

背散射犡射线探测器 ６．３．１………………………

犆

车底安全检查设备 ６．７……………………………

犇

弹药 ５．３……………………………………………

地下金属探测器 ６．２．３……………………………

电子听音器 ６．５……………………………………

动态犡射线探测器 ６．３．２…………………………

犉

防爆安检器材 ４．６…………………………………

防爆安检 ４．２………………………………………

防爆盾牌 ８．５………………………………………

防爆罐 ８．６．２………………………………………

防爆球 ８．６．１………………………………………

防爆容器 ８．６………………………………………

防爆毯 ８．４…………………………………………

防爆桶 ８．６．３………………………………………

非线性结点探测器 ６．４……………………………

犎

黑火药 ５．１．３………………………………………

犑

检查镜 ６．６…………………………………………

金属安检门 ６．２．２…………………………………

金属探测器 ６．２……………………………………

犔

冷切割装置 ７．５……………………………………

犕

密封液体检查仪 ６．８………………………………

犘

排爆 ４．５……………………………………………

排爆车 ７．９…………………………………………

排爆仿真训练器 ７．１０……………………………

排爆服 ８．２…………………………………………

排爆工具组 ７．１……………………………………

排爆机器人 ７．７……………………………………

排爆机械手 ７．６……………………………………

排爆器材 ４．７………………………………………

排爆绳钩组 ７．３……………………………………

频率干扰仪 ８．１……………………………………

犙

弃置弹药 ５．３．２……………………………………

犛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６．２．１…………………………

水下金属探测器 ６．２．４……………………………

搜爆 ４．３……………………………………………

搜爆服 ８．３…………………………………………

犜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 ６．２．２…………………………

犠

未爆弹药 ５．３．１……………………………………

无磁排爆工具组 ７．２………………………………

犡

硝铵炸药 ５．１．１……………………………………

鞋内检查仪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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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

烟火药 ５．１．２………………………………………

液氮抑爆装置 ７．８…………………………………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爆炸物 ５．２……………………

犣

炸药 ５．１……………………………………………

炸药探测器 ６．１……………………………………

战争遗留弹药 ５．３．３………………………………

犡射线探测器 ６．３…………………………………

英文对应词索引

犃

犪犫犪狀犱狅狀犲犱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狅狉犱狀犪狀犮犲 ５．３．２…………………………………………………………………………

犪犿犿狅狀犻狌犿狀犻狋狉犪狋犲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 ５．１．１……………………………………………………………………………

犪犿犿狌狀犻狋犻狅狀 ５．３………………………………………………………………………………………………

犅

犫犪犮犽狊犮犪狋狋犲狉犲犱狓狉犪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３．１……………………………………………………………………………

犫犾犪犮犽狆狅狑犱犲狉 ５．１．３……………………………………………………………………………………………

犆

犮犺犪狊狊犻狊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７…………………………………………………………………………………

犮狅犾犱犮狌狋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７．５……………………………………………………………………………………

犇

犱犻狊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狅狉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 ７．４…………………………………………………………………………

犱狔狀犪犿犻犮狓狉犪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３．２…………………………………………………………………………………

犈

犈犇犇 ４．５………………………………………………………………………………………………………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狅狌狀犱犪犿狆犾犻犳狔犻狀犵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５……………………………………………………………………

犲狀犱狅狊犮狅狆犲 ６．６…………………………………………………………………………………………………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４．８…………………………………………………………………………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犪犾犾 ８．６．１………………………………………………………………………………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犾犪狀犽犲狋 ８．４……………………………………………………………………………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狌犮犽犲狋 ８．６．３……………………………………………………………………………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８．６…………………………………………………………………………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狋犪狀犽 ８．６．２………………………………………………………………………………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狆狉狅狅犳狊犺犻犲犾犱 ８．５……………………………………………………………………………………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 ５．１……………………………………………………………………………………………………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１…………………………………………………………………………………………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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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犿犪狀犻狆狌犾犪狋狅狉 ７．６……………………………………………………………………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狉狅犫狅狋 ７．７……………………………………………………………………………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狊狌犻狋 ８．２……………………………………………………………………………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狊犻犿狌犾犪狋狅狉 ７．１０……………………………………………………………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４．５…………………………………………………………………………………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５．２……………………………………………………………………………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狉犲犿狀犪狀狋狊狅犳狑犪狉 ５．３．３………………………………………………………………………………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狊狌犻狋 ８．３……………………………………………………………………………………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 ４．１…………………………………………………………………………………………………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４．４…………………………………………………………………………………………

犉

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犼犪犿犿犲狉 ８．１…………………………………………………………………………………………

犎

犺犪狀犱犺犲犾犱犿犲狋犪犾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２．１………………………………………………………………………………

犺狅狅犽犪狀犱狉狅狆犲犽犻狋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７．３…………………………………………………………

犔

犾犻狇狌犻犱犮狅狀狋狉犪犫犪狀犱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８………………………………………………………………………………

犾犻狇狌犻犱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７．８……………………………………………………………

犕

犿犲狋犪犾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犱狅狅狉狑犪狔 ６．２．２…………………………………………………………………………………

犿犲狋犪犾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２………………………………………………………………………………………………

犖

狀狅狀犾犻狀犲犪狉犼狌狀犮狋犻狅狀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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