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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配电房环境封闭"透风性差"温度较高!为解决因温度高而影响电力设备安全运行的问题!需要研究配电房

温度变化的预测模型!以便进行温度调控# 提出基于灰箱理论研究的配电房温度变化的预测模型!为实现配电房

温度的自动化控制提供了模型基础# 首先介绍了配电房的基本结构!然后根据传热学"动力学等物理知识及热电

相似理论得到配电房的热电模型$接下来基于灰箱法利用相关数据的时间序列估计该模型中未知的物理参数!并

通过其自相关矩阵验证模型的合理性$最后!将模型的一步和六步预测温度值和实际温度值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配电房的热动力学特性!与配电房的实际温度变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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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引言

配电房是关键供电节点!起着合理分配电能的

作用" 夏季温度较高!且配电房环境封闭!因数量

众多位置分散而不能及时对环境进行人为调控!易

发生温度偏高的现象!而电力设备所处环境对健康

指数的影响极大
$%%

!高温易使设备发生故障!导致

配电房的运维水平大大降低" 为实现温度的可观#

可测#可控!首先需对配电房的温度变化进行建模

研究!然后进行温度控制!降低能耗!推进智能绿色

配电房建设"

目前!关于温度的研究主要有 $种建模方法)机

理&白箱'建模#辨识&黑箱'建模及灰箱建模" 机理

建模是基于传热学进行分析!通过能量平衡建立温

度模型
$#+B%

!采用机理模型属于白箱理论的一种!可

以清楚模拟温度变化的本质!但测量未知参数需要

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文献$L%使用数值模拟法

来预测温度分布!输入一定的边界条件较准确地模

拟温度!但工作量繁琐" 辨识建模只需根据系统的

输入输出描述系统行为的数学模型!文献$P%利用

系统辨识技术建立了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 文献

$K%利用通信机房的相关数据得到了时间序列模

型!但这种方法的预测值仅与近期有关!可能导致

与客观情况不符!尤其在中长期预测的情况下" 也

有采用神经网络建立建筑物温度的非线性参数模

型
$Q+%$%

!虽可较好地模拟温度变化特性!但存在训

练时间长#数据量大等缺陷
$%;+%B%

" 灰箱技术逐渐成

为温度建模的热门方法!文献$%L+%P%对居民建筑

物温度采用灰箱技术建立了预测模型!也有研究在

灰箱模型基础上对温度进行控制
$%K+#%%

!但并未考虑

大气温度的影响!导致模型精度较低"

目前!对配电房温度灰箱建模的研究很少" 文

中基于灰箱理论建立配电房温度预测模型!此方法

结合了机理和辨识建模的优势" 简要分析了配电

房的配置结构!利用传热学知识得到配电房的等效

电阻3电容&)./+/*2)3,('(,+*(5,.!=3k'网络!建立了考

虑大气温度的热电模型!使用实验数据进行训练!

估计出模型中的未知参数!为配电房温度的优化控

制问题建立了模型基础"

!"配电房基本结构

配电房是配电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担负着为用

户分配电力的任务!配电房内布置着变压器#配电

柜等重要的一二次设备
$##%

" 以户内双电源带 # 台

干式变压器的配电房为例说明配电房的主要结构

及配置"

采用-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典型设计 %A

7?配电工程分册."!3L 方案中的 %A3"!3L3%A3% 模

块#"!3;方案中的 %A3"!3;3\!3% 模块以及 "!3$ 方

案中的 %A3"!3$3AJ;3% 模块!为户内双电源!带 # 台

L$A 7?,M干式变压器和空调的配电房!高压侧为

%A 7?!采用 %A面屏的充气式负荷开关柜&下进下出

线'!#个独立的单母线接线!出线 K 回!户内单列布

置*低压侧为 AJ; 7?!采用 Q面屏的固定式低压开关

柜&上进下出线'!单母线分段接线!出线 #; 回!户

内单列布置*变压器采用树脂绝缘干式无载调压变

PK%



压器" 还有 #面屏的 AJ; 7?电容补偿柜#照明配电

箱和电缆等设备!无功补偿按变压器容量 $AT配

置" 配电房的简化平面布置如图 % 所示!Y%+Y%%

为低压侧开关柜!X%+X%A为高压侧开关柜"

图!"配电房平面布置

#$%&!"J0?-.2$5+.$7(+$0*.0014300.63)*

配电房布置在地上一层!设备间下铺设电缆夹

层!占地面积约 QA 1

#

!带干式变压器的配电房只有

一个房间!高压室#低压室和变压器室合为一体"

8"配电房的温度预测模型

由于配电房中热流动的复杂性!针对配电房的

配置结构!利用灰箱理论技术对配电房温度预测模

型进行研究!包括模型结构确定和参数估计 # 个步

骤" 根据对配电房的热流动的分析!建立了基于热

电理论的温度预测模型!然后对模型中的未知参数

进行估计
$#$+#;%

"

8&!"传热学定律

配电房的热电模型通常是由根据传热机理建

立的子模型组成的" 传热是由于温差引起的热量

传递!又称热传递" 凡是有温差存在时!热量便从

较高温度区域向较低温度区域传递!产生传热现

象" 传热过程可分为 $种基本传热模式
$#B%

!即)

&%' 热传导&导热'" 物系中质点不发生相对

位移!仅借分子#原子和电子等微粒的运动进行热

量传递的过程" 例如固体的传热"

&#' 热对流&对流'" 物系中质点发生相对位

移进行热量传递的过程!常发生在流体运动进程

中!例如液体和气体的传热"

&$' 热辐射&辐射'" 由于温度不同!以场形式

进行热量传递的过程!例如太阳辐射!空调或加热

器引起的热辐射"

由傅立叶定律和热传递机理可知!假设传热材

料表面均匀和导热系数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则

#种传热介质之间通过传导或对流形式传递的热量

与两介质之间的温差成正比
$#L%

" 因此!传导或对流

的热量传递可以使用热电阻来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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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6为热量*9

%

!9

#

分别为 # 个传热介质的温

度*8为转移热能的阻力"

热动力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描述材料蓄热

能力的热容量
$#P%

" 介质内部的温度变化通过微分

方程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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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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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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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容量取决于温度的变化!配电房可操作的温

度间隔很小!因此热容量可以假定为常数"

8&8"基于热电理论的温度预测模型

基于第 % 节中配电房的结构与配置!配电房可

以看作一个仅有外墙结构和调温设备+++空调的

热动力学房间!房间的内部温度!外墙温度和地板

温度均被假设为是均匀分布的" 从而可以将配电

房的热动力学模型表述为具有 # 种温度状态&内部

温度#外墙温度'的集总模型
$#K+#Q%

"

由于式&%'#式&#'与电阻#电容特性之间有明

显的相似性!配电房的热量传递通常被建模为一个

由电阻器和电容器组成的电网络
$$A%

!其中温度相当

于电压!热流量相当于电荷的流动!即电流" 等效

的=3k电网络如图 #所示"1

+

!1

0

分别为室内空气

和外围墙壁的热容量* 8

2

! 8

20

! 8

+0

分别为配电房

内部直接到大气#外墙到大气#内部空气到外墙的

传热阻力*9

+

!9

2

!9

0

分别为配电房内部空气温度#

外部大气温度#外围墙壁温度* :

]

为空调的开关

状态"

图8"等效9;D网络

#$%&8"KE($,)3-*+9;D*-+?0.G

由图 #可以得到 #个描述温度状态的耦合微分

方程!并用矩阵表示法将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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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9

+

!9

0

%l!为包含 # 种温度状态的状态向

量*&

C

$:

]

!9

2

%l!为输入向量!表示系统的外源输

入*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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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式&$'中所有

的未知物理参数"

式&$'为连续时间内的确定性线性状态空间模

型" 在已知的时刻7!对式&$'在预测范围5内进行

积分!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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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给定的预测范围 5内!系统的外源输入

是不变的!即空调状态和大气温度是不变的!则式

&L'可以化简为)

#&7

G

%'

C

'#&7'

G

(&&7' &P'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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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P'为离散时间内的线性状态空间模型!矩

阵'定义了当前时刻状态对下一时刻状态的影响!

矩阵(定义了外源输入对系统状态的影响" 式&B'

描述的是一个确定性系统!如果输入向量和初始状

态向量已知!则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区域的状态"

状态变量9中的 # 个温度状态!只有一个是可

观测的!因此观测方程可写成)

0&7'

C

)#&7'

G

*&&7'

G

>&7' &K'

式中) >&7' 是观测误差!假设 >&7' 是具有零均值和

方差的正态分布的白噪声" 矩阵 )和 *分别定义

了状态变量和输入变量对测量状态的影响" 输入

变量对配电房中的可测空气温度没有直接影响!因

此*

C

A" 矩阵)用于选择被测量的状态" 对于配

电房温度而言!仅测量配电房内部的空气温度!即)

C

$% A%"

灰箱建模通常是一个迭代过程!包括模型结

构!参数估计和模型验证 $个步骤" 接下来!需要对

式&$'中的未知参数向量!和式&K'中的方差8

.

进

行估计!得到关于配电房温度的预测模型"

8&A"温度预测模型参数估计

本节采用极大似然法&1(_+1V1-+7.-+]22̂ 1.*3

]2̂!@g'来估计配电房温度预测模型中的未知参

数
$$%%

)式&$'中的物理参数向量 !和式&K'中的方

差8

.

" 此时对向量!进行更新&下文中提到的!均

指的是式&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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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在给定模型结构的情况下!找到使关于观测向

量 0

A

!0

%

!(!0

7

!(!0

5

输出值序列的似然函数取最

大值时对应的 !

n

!此值即为未知参数 !的极大似然

估计值" 为了方便描述观测向量序列!引入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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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学中!似然函数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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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条件概率密度符合高斯分布!根据条件概

率定理可将似然函数改写!然后取对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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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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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方阵求取行列式的函数"

对于线性时不变&-+5.()*+1.+5W()+(5*!gDO'模

型!上述 $个变量可以用卡尔曼滤波器来计算"

最后!配电房温度预测模型中的未知参数向量

!的@g估计值可以通过求解非线性优化问题来

确定)

!

n

C

()81(_

!

-5&?&

!

*+&!'''{ } &%$'

式中)()81(_

!

为似然函数取最大值时所对应的向量

!的值"

A"算例验证

在本节中!首先根据配电房某 $ ^ 的实验历史

数据!使用@g对模型中的未知参数向量 !进行估

计!进而得到配电房温度预测模型!最后!通过模型

输出值与实际温度值进行对比!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与有效性"

基于配电房实验中收集的 $ 个时间序列!使用

@g成功估计了模型参数" 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

表!"参数估计值及标准差

B)73-!"J).)1-+-.-5+$1)+-,)3(-5

)*25+)*2).22-,$)+$0*

参数 @g估计值 估计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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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的估计值表明了相比配电房内部空气的

热容量而言!外围墙壁的热容量是较大的!这是因

为配电房的外围墙壁需要由储热能力较强的材料

构成!来维持室内温度" 还表明了从配电房内部空

气到外围墙壁的热对流阻力很小!而从外围墙壁到

QK%郝方舟 等)基于灰箱理论的配电房温度变化预测模型研究



大气的热对流阻力相对较大!说明外壁的热容量大

部分集中在配电房围护结构的外层!即配电房的

外层"

同时!还得到了各个参数的自相关矩阵如表 #

所示!若此矩阵中的非对角线值没有接近于 %的值!

说明模型的参数数量是合理的!没有过参数化!即

模型结构合理"

表8"各个参数的自相关矩阵

B)73-8"L(+0;/0..-3)+$0*1)+.$M 40.-)/@6).)1-+-

名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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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将配电房的温度预测

模型用于预测接下来 % ^ 的配电房内部温度!分别

进行一步和六步预测!即预测 B 1+5 和 $A 1+5 内的

温度" 配电房内的温度预测结果及预测残差分别

如图 $和图 ;所示"

图A"一步温度预测结果及残差

#$%&A"C*-;5+-6+-16-.)+(.-6.-2$/+$0*5 )*2.-5$2()35

图 $ 表明!一步预测温度与实际测量温度曲线

几乎重合!且对应的残差表明了预测温度偏差不超

过 AJ% S" 因此配电房内温度可以在 B 1+5 内非常

精确地预测" 从图 ; 中的六步温度预测图可以看

出!预测温度仍与实际测量温度相吻合!变化趋势

相同" 从残差图可以看出!预测温度与实际温度的

偏差不超过 AJB S!所以该模型也能较好地反应出

配电房未来 $A 1+5内的温度变化"

图F"六步温度预测结果及残差

#$%&F":$M;5+-6+-16-.)+(.-6.-2$/+$0*5 )*2.-5$2()35

综上所述!文中建立的基于灰箱理论与热电相

似理论的配电房温度预测模型是合理的!能准确地

实现对配电房未来某时段的温度预测"

F"结语

针对配电房的结构!利用传热学#热电相似理

论等物理知识!建立 =3k网络来等效模拟配电房的

热量传递!将空调开关状态作为调控输入#实时大

气温度作为干扰输入!建立配电房温度的灰箱模

型!以预测未来某时段的配电房温度" 模型输出结

果表明该模型在预测配电房温度方面表现出良好

的效果!为内部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奠定了研究

基础"

根据已建立的配电房温度预测模型来进行配

电房温度的优化控制!控制调温设备能够及时动

作!使温度足以保证内部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同

时还应使空调的功耗尽可能小!达到节能的效果!

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林文健!刘振林!余进江J浅谈配电房环境感应和控制原理

$d%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A%K!$LP&Q')#Q3$J

gOU>.5b+(5!gO[\].5-+5!e[d+5b+(58JY+/,V//+25 25 *]..5W+3

)251.5*+5^V,*+25 (5^ ,25*)2-')+5,+'-.2̀ '20.)^+/*)+6V*+25

)221$d%Jk]+5(U.0D.,]52-28c(5^ U.0")2̂V,*/!#A%K!$LP

&Q')#Q3$J

$#% Yh\iHJM5(-c4+58.5.)8c3/(W+582'*+25/+5 8)..5]2V/.,V-*+3

W(*+25 V/+58(/+1V-(*+25 12̂.-$Y%J>(8.5+58.5)g(5^ !2V0

[5+W.)/+*c!%QQLJ

$$% g[:> i!YMOdHJ9+1V-(*+25 2̀8)..5]2V/.1(5(8.1.5*+5

*]./V6*)2'+,/!'()*O)12̂.-W(-+̂(*+25 (5^ /,.5()+2/*V^c̀2)*].

0+5*.)/.(/25 $d%J!+2/c/*.1/h58+5..)+58! #AAB! QA & $ ')

$AP3$%KJ

AQ%



$;% g[:> i!9DMUXihggOUOk!YMOdH!.*(-J9+1V-(*+25 2̀

8)..5]2V/.1(5(8.1.5*+5 *]./V6*)2'+,/!'()*OO)/,.5()+2/*V3

^c̀2)*]./V11.)/.(/25$d%J!+2/c/*.1/h58+5..)+58!#AAB!QA

&;');$$3;;%J

$B% 李念平!何东岳!李靖!等J中庭式住宅建筑热压通风的预测

模型研究$d%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A%A!$P&L')

L3%AJ

gOU+(5'+58!ihY258cV.!gOd+58!.*(-J9*V^c25 ').̂+,*+25

12̂.-2̀]2*3').//W.5*+-(*+25 +5 (*)+V1)./+̂.5*+(-6V+-̂+58/$d%J

d2V)5(-2̀iV5(5 [5+W.)/+*c&U(*V)(-9,+.5,.'!#A%A!$P&L')

L3%AJ

$L% 李俊红!罗行!黄晨!等J!-2,7 模型与数值模拟法预测室内

温度分布$d%J工程热物理学报!#AAP!#K&9#')%#;3%#LJ

gOdV5]258!g[:j+58!i[MUXk].5!.*(-J!-2,7 12̂.-(5^

5V1.)+,(-/+1V-(*+25 2̀)').̂+,*+58+5^22)*.1'.)(*V).̂ +/*)+6V*3

+25$d%Jd2V)5(-2̀h58+5..)+58D].)12']c/+,/!#AAP!#K&9#')

%#;3%#LJ

$P% 左志宇!毛罕平!张晓东!等J基于时序分析法的温室温度预

测模型$d%J农业机械学报!#A%A!;%&%%')%P$3%PP!%K#J

\[:\]+cV!@M:i(5'+58!\iMUXj+(2̂258!.*(-JX)..5]2V3

/.*.1'.)(*V).').̂+,*+25 12̂.-6(/.̂ 25 *+1./.)+./(5(-c/+/

1.*]2̂$d%JD)(5/(,*+25/2̀*].k]+5./.92,+.*c2̀M8)+,V-*V)(-

@(,]+5.)c!#A%A!;%&%%')%P$3%PP!%K#J

$K% 彭刚!周晨阳J基于kHY的通信机房温度模型预测控制$d%J

计算机仿真!#A%Q!$L&#')#KP3#Q%J

"hUXX(58!\i:[k].5c(58JkHY36(/.̂ ').̂+,*+W.,25*)2-2̀

,211V5+,(*+25 )221*.1'.)(*V).12̂.-$d%Jk21'V*.)9+1V-(3

*+25!#A%Q!$L&#')#KP3#Q%J

$Q% 9hXOUh=O!!:[gM=YD!!MOghe!dJU.V)(-5.*02)7 12̂.-/

2̀*].8)..5]2V/.,-+1(*.$d%Jd2V)5(-2̀M8)+,V-*V).h58+5..)+3

58=./.(),]!%QQ;!BQ&$')#A$3#%LJ

$%A% 牛建军!吴伟!陈国定J基于神经网络自整定"OY控制策略

及其仿真$d%J系统仿真学报!#AAB!%P&L')%;#B3%;#PJ

UO[d+(5bV5!>[>.+!kihUXV2̂+58J9.-̀3*V5+58"OY,25*)2-

/*)(*.8c6(/.̂ 25 5.V)(-5.*02)7 (5^ +*//+1V-(*+25$d%Jd2V)53

(-2̀9c/*.19+1V-(*+25!#AAB!%P&L')%;#B3%;#PJ

$%%% 张亚楠J基于模型预测的教室环境品质智能控制方法的研

究$d%J工业控制计算机!#A%P!$A&Q')P#3P;J

\iMUXe(5(5J=./.(),] 25 +5*.--+8.5*,25*)2-1.*]2̂ 2̀,-(/3

/)221.5W+)251.5*(-aV(-+*c6(/.̂ 25 12̂.-').̂+,*+25 $d%J

O5^V/*)+(-k25*)2-k21'V*.)!#A%P!$A&Q')P#3P;J

$%#% 李德智!张文文!嵇建飞J基于果蝇优化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的售电市场评估$d%J电力需求侧管理!#A%Q!#%&%')#P3$%J

gOY.4]+! \iMUX >.50.5! dOd+(5 .̀+Jh-.,*)+,+*c).*(+-

1()7.*.W(-V(*+25 6(/.̂ 25 )̀V+*̀-c2'*+1+4.̂ V̀44c5.V)(-5.*3

02)7 12̂.-$d%J"20.)Y.1(5^ 9+̂.@(5(8.1.5*! #A%Q!#%

&%')#P3$%J

$%$% 余海鹏!康剑南!包伟伟J% AAA @>高效宽负荷率超超临

界机组给水温度的优化研究$d%J浙江电力!#A%P!$L&Q')

LP3PAJ

e[i(+'.58! fMUX d+(55(5! !M: >.+0.+J:'*+1+4(*+25 2̀

.̀.̂0(*.)*.1'.)(*V).̀2)(% AAA @> V-*)(3/V'.),)+*+,(-V5+*

0+*] ]+8] .̀̀+,+.5,c(5^ 0+̂.-2(̂ $ d%J\].b+(58h-.,*)+,

"20.)!#A%P!$L&Q')LP3PAJ

$%;% 张介!马赟!张旭鹏!等J基于聚类分析方法的风电场日前

功率预测研究$d%J浙江电力!#A%K!$P&%');#3;LJ

\iMUXd+.!@MeV5!\iMUXjV'.58!.*(-J=./.(),] 25

^(c3(].(̂ '20.) 2̀).,(/*2̀ 0+5^ (̀)1 6(/.̂ 25 ,-V/*.)

(5(-c/+/$d%J\].b+(58h-.,*)+,"20.)!#A%K!$P&%');#3;LJ

$%B% 李晋!秦琳琳!吴刚!等J现代温室温度系统在线建模$d%J

信息与控制!#AAK!$P&;')BAA3BAKJ

gOd+5!NOUg+5-+5!>[X(58!.*(-J:53-+5.12̂.-+582̀12̂.3

)5 8)..5]2V/.*.1'.)(*V)./c/*.1$d%JO5 2̀)1(*+25 (5^ k25*)2-!

#AAK!$P&;')BAA3BAKJ

$%L% MUYh=9hUff!@MY9hUi!iMU9hUgiJ@2̂.--+58*].

].(*̂c5(1+,/2̀(6V+-̂+58V/+58/*2,](/*+,^+̀̀.).5*+(-.aV(3

*+25/$d%Jh5.)8c(5^ !V+-̂+58/!#AAA!$%&%')%$3#;J

$%P% 付国庆!刘青!汪宙!等JgH精炼终点钢水温度灰箱预报模

型$d%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A%$!$B&P')Q;K3QB;J

H[XV2a+58!gO[N+58!>MUX\]2V!.*(-JM8).c62_̀2).,(/3

*+5812̂.-̀2)12-*.5 /*..-*.1'.)(*V).+5 gH).̀+5+58.5^

'2+5*$d%Jd2V)5(-2̀[5+W.)/+*c2̀9,+.5,.(5^ D.,]52-28c!.+3

b+58!#A%$!$B&P')Q;K3QB;J

$%K% @MUD:?MUOX!Hh==M=OUOgJD.1'.)(*V).,25*)2-2̀ (

,211.),+(-6V+-̂+580+*] 12̂.-').̂+,*+W.,25*)2-*.,]5+aV./

$d%JOhhhD)(5/(,*+25/25 O5^V/*)+(-h-.,*)25+,/! #A%B! L#

&;')#LB%3#LLAJ

$%Q% 蒋浩然!刘小聪!李扬J基于多变量灰色预测模型的省级电

力公司中长期电量预测$d%J电力需求侧管理!#A%Q!#%

&%')$P3;%J

dOMUXi(2)(5!gO[j+(2,258! gOe(58J@+̂(5^ -258*.)1.3

-.,*)+,+*c,25/V1'*+25 2̀).,(/*+582̀')2W+5,+(-'20.),21'(5+3

./6(/.̂ 25 1V-*+3W()+(6-.8)(c$d%J"20.)Y.1(5^ 9+̂.@(53

(8.1.5*! #A%Q!#%&%')$P3;%J

$#A% 张章!刘英英!徐晶!等J基于关键因素分析的清洁能源接

纳能力提升方法研究$d%J供用电!#A%K!$B&#')LQ3P$J

\iMUX\](58!gO[e+58c+58!j[d+58!.*(-J=./.(),] 25

1.*]2̂ 2̀+1')2W+58,-.(5 '20.)+5*.8)(*+25 ,('(,+*c6(/.̂ 25

7.c(̀,*2)(5(-c/+/$d%JY+/*)+6V*+25 p [*+-+4(*+25! #A%K! $B

&#')LQ3P$J

$#%% 钟全辉!张以全!肖少华!等J基于灰色预测理论的区域电

量概率预测方法及其应用$d%J浙江电力!#A%K!$P&%')

%Q3##J

\i:UXNV(5]V+!\iMUXe+aV(5!jOM:9](2]V(!.*(-J")23

6(6+-+*c 2̀).,(/*+581.*]2̂ 2̀ ).8+25(-.-.,*)+,+*caV(5*+*c

6(/.̂ 25 8).c2̀).,(/*+58*].2)c(5^ +*/(''-+,(*+25$d%J\].3

b+(58h-.,*)+,"20.)!#A%K!$P&%')%Q3##J

$##% 霍晓宇J配电房环境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Y%J成都)电

子科技大学!#A%BJ

i[:j+(2cVJY./+85 (5^ +1'-.1.5*(*+25 2̀'20.)̂+/*)+6V*+25

)221.5W+)251.5*(-125+*2)+58/c/*.1$Y%Jk].58̂V)[5+W.)/3

+*c2̀h-.,*)25+,9,+.5,.(5^ D.,]52-28c!#A%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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