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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大地构造位置及区域成矿背景来看，卫宁北山地区具备寻找到大型多金属矿床的良好前景。笔者

对黄石坡沟典型矿段的研究，证明了该区广泛出露的石英闪长玢岩与成矿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了确定该矿床的成

矿时代，首次使用锆石微区定年技术，对二人山、金场子等典型矿段中闪长玢岩内的锆石进行了年龄测定，确定了该

区有!期岩浆侵入活动，!期岩浆侵入均与该区成矿关系密切。笔者还系统研究了该矿区的成矿类型，认为其总体

上是一个统一的构造<岩浆热液成矿系统，目前已发现的矿床的成因类型属于浅成中<低温热液矿床，其工业类型属

于构造蚀变岩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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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位于宁夏西部的卫宁北山地区，行政区

划辖属中卫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是宁夏境内重要

的金属矿产成矿区之一，也是宁夏基础地质调查和

矿产勘查投入较多的地区之一。研究区内以铜、金

矿化为主，共生或伴生有铅、银、钴、铁矿化，构成一

个多矿种、多类型的矿化密集区带，主要矿床（点）有

金场子金矿、二人山铅银矿、黄石坡沟金矿、照壁山

铁矿、新照壁山铁铜矿、大通沟铜矿等。

! 矿床地质概述

研究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秦祁昆造山系北祁连

造山带东段与中朝准地台阿拉善地（陆）块南缘、鄂

尔多斯地块西缘的交汇部位之北祁连造山带一侧，

是中国西部"#向构造带（北祁连）与东部近$%向

构造（贺兰山）带的转换交接部位，即为一个大的构

造结之所在，具有较强烈的活动性（宁夏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

研究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上泥盆统老君山组

（()!）、下石炭统前黑山组（*!"）和臭牛沟组（*!#）、

上石炭统土坡组（*+$）和下白垩统庙山湖组（,!%&）

等（图!）。前黑山组（*!"）和臭牛沟组（*!#）主要分

布在单梁山及大石头井沟一带，为海陆交互相碎屑

岩-碳酸盐岩含膏盐建造；上泥盆统老君山组与下石

炭统前黑山组为该区主要的赋矿地层。

区内有较多隐伏和出露地表的岩体（脉）。闪长

玢岩脉侵入于上泥盆统老君山组及下石炭统内的近

"#向构造破碎带或层间裂隙中，在地表呈断续分

布，走向与主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图!和图+）。矿

体常与闪长玢岩密切伴生。在二人山、黄石坡沟以

图! 卫宁北山地区金场子矿段地质简图

!—上泥盆统老君山组三段；+—下石炭统前黑山组二段；)—下石炭统前黑山组三段；.—下石炭统前黑山组四段；/—下石炭统臭牛沟组

一段；0—下石炭统臭牛沟组二段；1—断层及编号；2—褐铁矿化带；&—硅化带；!’—断层带；!!—金矿体；!+—闪长玢岩；!)—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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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卫宁北山地区二人山矿段地质简图

"—上泥盆统老君山组三段；!—下石炭统前黑山组三段；#—下石炭统前黑山组四段；$—下石炭统臭牛沟组一段；%—下石炭统臭牛沟组

二段；&—断层带；’—硅化带；(—褐铁矿化带；)—断层；"*—金矿体；""—闪长玢岩；"!—钻孔；"#—平移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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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47-,8909@027;C::02D0E71,31F37GH1?=31+7293<,71；!—#264,<=47-,8909@027;F7I02J32@71,;027H?K,31=0,?=31+72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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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金场子等矿段，均已发现长数百米、宽几米的闪长

玢岩脉；在二人山西北侧，分布有长度大于!A9、宽

度%!%*9的闪长玢岩岩墙。近地表的闪长玢岩蚀

变强烈，形成一套以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

和钠长石化为代表的青磐岩化蚀变组合。

区内主要褶皱有西部的单梁山背斜和东部的大

铜沟向斜。主要断裂为+"(区域性断裂带（图"和

图!），由主裂面和次级层间断裂以及碎裂岩带组成，

与区域成矿关系密切。

区域地质演化表明，在加里东时期，该区是北祁

连弧后盆地的一部分，形成了以次深海斜坡相陆源

碎屑P泥质沉积为主的浊积岩系，构成该区晚古生代

各类建造的基底层。海西早期，北祁连弧后盆地关

闭，该区演化为弧陆碰撞机制下的前陆盆地构造环

境，形成了泥盆系磨拉石建造。海西晚期至印支早

期，前陆盆地逐渐克拉通化，形成了碰撞造山后的石

炭系—三叠系海陆交互的上叠盆地充填沉积。在碰

撞造山后的构造环境下，主要以近QL向挤压为主，

形成了近>B向展布的褶皱和断裂构造，奠定了该

区的基本构造格架。至燕山早期，为碰撞造山期后

的伸展阶段，在该地区发生了中P酸性岩浆侵入，形

成了较多的隐伏和出露地表的花岗闪长岩P闪长玢

岩岩体（"’*!"$$R3）及岩浆热液蚀变岩。

研究区内的矿化受>B向区域性断裂及其两侧

次级断裂的控制。金铜多金属矿化与石英闪长玢岩

脉伴生，原生蚀变主要为泥化（蒙脱石、高岭石、水云

母等）、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重晶石

化，以泥化最为发育，形成了大型泥化蚀变带。另

外，在氧化带内，黄铁矿等硫化物矿物遭受强烈氧化

及水解，变成赤铁矿、褐铁矿（针铁矿）及黄钾铁矾

等，形成了醒目的铁帽型次生矿化及蚀变带。

以黄石坡沟矿段为例。该矿段长度大于!A9，

分布在二人山矿段以东，金、银、铜矿化赋存在层间

断裂破碎带的弧顶及其南翼。在黄石坡沟已见金、

银矿体，规模较大，金银的平均品位均达工业开采品

位。其中的ST)"*"钻孔，于孔深"))U(%!!!!U((
9，见有视厚度为!#U*#9的金矿体，平均品位较高

（见图#）。在!&号矿体中，可见石英闪长玢岩脉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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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石坡沟矿段"#线$%"#&#钻孔柱状图

’()*! +,-.-)(/0./-.123045,/6(-3-7$%"#&#84(..9-.,
0.-3):-*"#,;<.-406(-3.(3,-7=103)59(<-)-1-4,>.-/?

层间断裂侵入，富矿体赋存于石英闪长玢岩岩枝上

下盘的泥岩及粉砂岩内，金品位!（@1）分别高达AB
)／6和AC)／6，银品位!（@)）最高达!"&)／6。围岩

蚀变为黄铁矿化、强高岭土化、中等绿泥石化。成矿

与石英闪长玢岩关系非常密切。经岩矿鉴定，与矿

体伴生的闪长玢岩全部遭到蚀变，一般呈浅灰绿色，

风化后呈灰白色带褐红色斑点，斑状结构，块状构

造。岩石的斑晶主要为斜长石，呈自形D半自形粒

状、板状；其次为角闪石，呈长柱状，粒径约为&EF!
&EG22。斑晶一般占岩石的F&H!A&H。基质主

要为斜长石，其次为石英。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该

区的成矿流体具有较低密度（&EGB!&E"G)／/2!）、

低盐度〔!（:0I.,J）为AE!H!#FEAH〕、中D低温度

（#C&!!"&K，平均FLBEBK左右）、富IMF的特征，

属于=FMDIMFD:0I.流体类型。因此，黄石坡沟金矿

床的成因类型应属于浅成低温热液矿床。而在FC&
2以浅的氧化带内，则为氧化带铁帽型金矿。

F 成矿时代

!*" 测试方法

为了精确测定闪长玢岩及矿化的形成时代，在

卫宁北山地区采集了!件样品进行了N／O>测年。

在采样时，首先要尽量选择蚀变较单一、目标矿物颗

粒较粗的岩（矿）石，目的是在挑选单矿物时易于剔

除那些同名但不同世代的矿物。在光薄片鉴定的基

础上，分 别 挑 选 出 相 应 的 目 标 矿 物（张 德 全 等，

F&&B）。本次研究应用锆石微区定年技术，对!件样

品中的锆石进行了P=QRSO定年分析。锆石标样

与锆石样品以#T!的比例交替测定。锆石样品的

NDU9DO>同位素比值及浓度用标准锆石"#B&&校正

（V(,8,3>,/?,60.*，#""B）。在O>／O>和O>／N同位

素比值测定中所用质谱仪的分辨率为BA&&。普通

O>校正采用实测F&AO>值。由于所测得的普通O>
含量非常低，可以认为普通O>主要来源于制样过程

中带入的表面O>污染，因此，用现代地壳的平均O>
同位素组成（P60/,W,60.*，#"LB）作为普通O>组成

来进行校正。单点分析的同位素比值及年龄的误差

为#，N／O>（和O>／O>）平均年龄误差为"BH置信度。

用RPMOXMU软件（X18Y()，F&&#）进行数据处理。

!*! 测试结果

ZQPD#样品采自二人山#AB线F!号斜井中的

闪长玢岩，阴极发光图像（图A0）显示，其中的锆石为

岩浆成因（李长明，F&&"；=,42033,60.*，F&&#）。对

样品中的#G个锆石颗粒进行了P=QRSONDO>分

析，分析结果见表#。分析结果表明，锆石的U9／N
比值主要集中在&EA!#EL之间（表#），为典型的岩

浆锆石比值（唐俊华等，F&&C；=-5?(3,60.*，F&&!）。

#G个 测 点 的F&GO>／F!CN 年 龄 数 据，除ZQP#DF为

A##ELS0外，其余都分布在#B"EC!#L!E"S0之

间，且 都 落 在 谐 和 曲 线 上，NDO>谐 和 年 龄 值 为

（#L&EF[&ELB）S0（图A>），可确定为该闪长玢岩的

侵位年龄。

ZQPD!样品采自闪长玢岩脉的露头。在双目显

微镜下可见，锆石的外形多为圆卵形、不规则状，延

长度一般较小，有些锆石的晶面比较复杂。从锆石

AA" 矿 床 地 质 F&##年

 
 

 

 
 

 
 

 



图! "#$%&样品中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及(%)*
谐和曲线图（*）

+,-.! /0,1’-2345627623289’9,:2;,6<483（’）’8=
<48<46=,’=,’-6’145;,6<48(%)*=’9,8-623>?93（*）45

"#$%&

的阴极发光图像上可以清晰看到，部分晶体重结晶

或者增生，晶棱比较圆滑（图@’），据此可确定样品中

的锆石为变质成因锆石（A’:6’29’?.，&BBB；C26D
1’8829’?.，EFF&）。所测得的(%)*谐和年龄值为

（&!!G!H&G&）I’。

JK%E&样 品 采 自LJB&F&钻 孔 中 的 闪 长 玢 岩

（见图M）。在双目显微镜下可见，锆石的外形多为圆

卵状，不规则状，晶面比较复杂（图N’）。所测得的

(%)*谐和年龄值为（&!OGOHEGN）I’。由年龄数据

可见，岩浆锆石的年龄均分布在&!OM!&PEOI’之

间（表&），但未落在谐和线上（图N*）；而变质锆石的

年龄均分布在&MPGB!&PMGMI’之间（表&）。这一

结果与"#$%M样品的测试结果基本相同（Q41’3<R2S
29’?.，EFFM；0,’9,29’?.，EFFE）。

由上述M组锆石样品的年龄测定结果可以看

出：" 区内前燕山期的年龄数据（BOMG!!EMF@GB
I’）来自残余锆石，反映的是该区域基底的构造演

化；# 区内出现的MOF!!F!I’的锆石年龄，推测

该年龄的锆石可能是岩浆上升时捕获围岩中的锆

石；$ 该区的闪长玢岩是燕山期构造%岩浆作用的产

物，从测年数据来看，有E次侵入，一次是中侏罗世，

另一次是晚侏罗世；% 通过对样品进行岩矿鉴定可

知，采自二人山斜井的"#$%&样品（闪长玢岩脉）的

上、下盘均有金矿化，说明&PFI’侵位的闪长玢岩

与金矿有一定关系，采自黄石坡沟LJB&F&孔的样品

JK%E&（图M及图N，图M中深度代表岩芯厚度，T>
品位即为T>的加权平均品位）是金矿体上、下盘的

闪长玢岩，其锆石年龄为&!OGOI’，说明&PFI’和

&!M!&@FI’的闪长玢岩都与金成矿关系密切。

M 分析与讨论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进行了一系列

调查工作，可以确定，在二人山%金场子矿区，地表至

EFF1以上为氧化带，属铁帽型（风化淋滤型）T>%
T-%+2矿；EFF1至OFF1，多为厚达几十米至百余

米的U>、T>、T-、)*、L8等多金属硫化物的综合矿化

带。在氧化带内，矿体基本上都赋存在断裂带中，矿

石自然类型主要为碎裂岩和构造角砾岩型矿石。而

深部矿化达到工业品位的矿石，多赋存在断裂带附

近的次级断裂中，或以脉体的形式存在于岩石裂隙

中，也有些矿化或矿体是呈浸染状存在于围岩蚀变

带中。从钻孔及地表工程可以看出，矿化具有分带

性，地表为泥化物及褐铁矿化、硅化的构造角砾，向

下为浸染状及网脉状矿化，最下部为脉状矿化。网

脉状矿化多发育于构造拐弯、交汇和构造切割脆性

岩层的部位；浸染状矿化产于蚀变围岩中，矿体与围

岩逐渐过渡。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黄铁矿化、绢云

母化、绿泥石化。值得关注的是，深部金矿体（化）常

与硅化有关，而且十分普遍，这与国内各地浅成低温

热液型金矿床的围岩蚀变类型极其相似，并且，硅化

成了 该 类 型 金 矿 成 矿 的 一 个 必 要 条 件（李 朝 阳，

&BBB）。

结合区域构造演化，笔者推测，该地区燕山期的

岩浆活动可能与古太平洋板块向华北大陆俯冲所引

起的远程效应有关，即燕山期构造活动对该地区的

金矿成矿也有一定影响，从而突破了前人关于卫宁

北山地区无燕山期岩浆活动的认识。实际上，在中

国东部发现的一系列金矿都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有

关。可见，继续寻找燕山期的岩浆岩对于今后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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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锆石样品测试结果

"#$%&! ’()*+,#,#%-.&.+/#%%.#01%&.

点号
!（!）／"#$%

& ’( )*
’(／&测值

+#,)*／+#%)* +#,)*／+-.&

比值 相对误差（/!） 比值 相对误差（/!）

+#%)*／+-0&
年龄／12

345"6" -0- -+. "7 #8079 +",80 708, ",%8% 78- ",-8.

345"6+ -70 "," +0 #879" -9,8# -"8% 7#98. ,8# 7""8,

345"6- ++- ".+ 0 #8%0+ "-%80 .78+ "%98% 787 ","89

345"67 "-7 "+- . #89", "9789 ,08- ",#89 %8# "%98+

345"6. +-" -"" 0 "8-.# +"987 "+98- "%-8% 98+ ".980

345"6% "-, 0- 7 #8%#% -7.8+ %.8% ",08- .87 "%.89

345"6, ""% "+- 7 "8#%- +#780 "-"8% ",+8# 98, "%98%

345"60 ""0 +#" 7 "8,#- 9"8. "7,8" "%+87 "#8" "%,8-

345"69 "07 ".. , #807. +#-8% .08" ",%8# 789 ",-89

345"6"# ""- "+9 7 "8"7, "7-80 ,%8# "%08+ .8, ",#8#

345"6"" .9. +0- "9 #87,% %.8, %#8# ".980 78. "%%8+

345"6"+ ."7 -9# "0 #8,.0 "9.8. -%8. ",+8+ -8. ",#8.

345"6"- "+9 "-- . "8#-7 +-.89 %08% ",78" .87 "%98%

345"6"7 "#0 ""+ 7 "8#7- 0%80 ,98- "%78# .8, "%987

345"6"% "%# ".0 % #8900 ++8, %989 "..80 780 "%78%

345"6"0 +-# ".+ 0 #8%%" +",8+ 9#80 ",.8- ,8# ",+8+

3456-6+ "%- +# 7 #8"+7 ,#8" ,#8. "7#8" 78. "778-

3456-6- 9+ " + #8##% "%.8+ 0,8- ".%8. %8# "..89

3456-67 -#% 0, ""- #8+07 ",,%8. ,8. ",%+87 "-8" ",.#8.

3456-6. %- 7# +% #8%+9 ",%#8+ "%8% ",%#80 "789 ",%"8-

3456-6% %9 77 +, #8%-. ",%98% "989 ",7.8# ".8% ",+78.

3456-6, 799 7-# ""# #80%" 99-8" "+8- 90%87 "#8- 90-87

3456-69 .,% +% "7 #8#7. "0,8- 7,8. "778" -8. "7"8.

3456-6"" +"" "." %7 #8,", "-0.87 "+8- "-%78# "+87 "-.#8-

3456-6"+ ""% .# +, #87+% "".,8# +08# ""7%89 "78- ""7"8.

3456-6"- ,#9 -. +7+ #8."+ "9+.8" ++8# "0#78+ ",8, ",#"8.

3456-6"7 +%9 "- , #8#7, ,"80 9%8# "7-8+ .89 "7,8.

3456-6". %, .7 +0 #80#% "0#.89 "089 ",0-80 ".8, ",%.8#

3456-6"% +++ "%7 ,, #8,7# ".-08" ".8+ ".+%89 "-8% "."080

3456-6", +,0 "+, +" #87.9 7-.8+ -78, 7"#80 ,87 7#%87

3456-6"0 -#" "-" 07 #87-7 ++978# -,8+ ",+.8, ++80 "+9%89

3456-6"9 %07 77 ", #8#%7 "%%89 7%8+ "7.8, -8. "7787

3456-6+# 0# 7% +9 #8.%9 ",,+80 +-8- ",#-80 "%8. "%708+

3456-6+" %% -9 ++ #8.97 ",+,89 +"8# ".9,8, "%8# ".##80

3456-6++ 07 7 + #8#7% +,#8" 9-87 "%08% %89 "%"87

3456-6+- "+0 .0 70 #87.% "0#-8% "-8" ",798- "787 ",#78-

3456-6+7 "". %# -% #8.+- ",+-80 ".8+ ".."80 "-80 "7+08%

3456-6+. 7+ +" ", #870. ",-78" -.80 ",%98# +"8" ",9080

3456-6+% .0 -7 ++ #8.0- ",,.80 -+8% ",-+87 "98, "%9%8%

:;6+"6#" 0."8,0 %.8+# +"89+ #8#0 ""08. -7 ".#80 - ".+80

:;6+"6#+ 9"8-, 98.+ +8-- #8"# ++08# ",7 ".-89 "+ "798+

:;6+"6#- %+87% 7"8#. +-8+, #8%% ",..8, "% "%0#8. "7 "%+"8#

:;6+"6#7 70,89" ++8#" "+8-- #8#. "%+8% -- ".+8# - "."8-

%79 矿 床 地 质 +#""年

 
 

 

 
 

 
 

 



续表!
"#$%&$’()*+,-(!

点号
!（!）／"#$%

& ’( )*
’(／&测值

+#,)*／+#%)* +#,)*／+-.&

比值 相对误差（/!） 比值 相对误差（/!）

+#%)*／+-0&
年龄／12

345+"5#. ++06-0 ""76"" 006.# #6.+ ",,86, 7 ",876. "- ",+06.
345+"5#% .#76%7 %76#8 "0#67% #6"8 "7.#6- . "0+,6" "- ",+"6#
345+"5#, %,"6-, --.6,8 +".68% #6.# "8-+6. , "8%+68 "+ "80-6#
345+"5#0 -+86%, "8"67. "",6+% #688 "7,06# "" ",7+6" "8 "%-%6,
345+"5#7 "8068% "##6"# "+6-8 #6%, 8+.6- -% 8"-6- 0 8""6+
345+"5"# "+06+, 8+6.- 7680 #6-- -0"60 -. -7,6% , 8##6-
345+"5"" +-76-# +#6#0 .60. #6#0 ,06" %+ "8"6% 8 "8.68
345+"5"+ +7#6"% +,67# ,6+8 #6"# "7+6" 8- "876, - "8,6#
345+"5"- 07,67, 86%+ +.6,- #6#" "%.60 +- ",+60 - ",-6-
345+"5"8 "-06-, ,76,8 "#6,0 #6.0 -.#67 -0 -0767 , -7%6.
345+"5". -""60" +.#6,0 -.67" #60# ..06# "7 .8.6" , .8+6#
345+"5"% +.#6"# "#+6"8 0,6.+ #68" ",,"67 0 "%0-6- "- "%"-6+
345+"5", %%"680 "786%+ 8%6,0 #6+7 -7760 "0 -0,6% % -0.6.
345+"5"0 "7.6#% -.6+7 .6#. #6"0 7#60 %+ "8%68 8 "8767
345+"5"7 +7+6#, 8+6-7 ,6." #6". "."60 8- "876+ - "876#
345+"5+# "..6"# +#6-" -607 #6"- "+%6# %# "8.6. 8 "8%6,
345+"5+" 88+68+ .,6,# "#68. #6"- +#,6# -% "8"60 - "-,67

图. 9:;5-样品中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2）和&5)*
谐和曲线图（*）

<=>6. ?@=A2>BCDEFBGFBCBHI2I=JBK=FLDHC（2）2HM
LDHLDFM=2M=2>F2ADEK=FLDH&5)*M2I=H>FBCNOIC（*）DE9:;5-

图% 345+"样品中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2）和&5)*
谐和曲线图（*）

<=>6% ?@=A2>BCDEFBGFBCBHI2I=JBK=FLDHC（2）2HM
LDHLDFM=2M=2>F2ADEK=FLDH&5)*M2I=H>FBCNOIC（*）DE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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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找矿勘查有着重要意义。

! 小 结

（"）采自二人山斜井的闪长玢岩样品的上下盘

均有金矿化，采自黄石坡沟#$%"&"孔的闪长玢岩样

品的上下盘也有金矿化。这说明"’&()和"!*!
"+&()的,期闪长玢岩均与该区的金矿成矿关系

密切。

（,）根据卫宁北山地区闪长玢岩中普遍存在

"’&&!,*&&()古老锆石的情况，可推测在卫宁北

山地区，古生界之下存在元古界基底。笔者进一步

推测，由于元古界变质岩的原岩可能是火山岩类，因

此，元古界基底的存在对于区域金矿成矿是一个有

利条件。

（*）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该研究区具有典型

的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的特征。

（!）该区铁帽广泛发育，浅部矿化和热液蚀变

颇具规模，因此，在各矿带的深部，还有很大的找矿

空间。

!"#"$"%&"’

-./0)112，345)6678)19$7/:);7<=>,&&">(4?6@A?.B@/C71D/7E6F

94/@1DG):6.HF40)6@717G9@)0719@G./74:，9..A?I:4594C6.9C716@J

1.16)?C/4:6，$7;CF.6)<()::@G，$)B);F:6)1［2］>K716/@5>(@1.L

/)?>M.6/7?>，"!"：NNLO,>

-7:;@1MPQ)19RCF)?6.DD./S>,&&*>TF.C70A7:@6@717GB@/C71)19

@D1.74:)190.6)07/AF@CA.6/7D.1.:@:［2］>3.<@.E:@1(@1./)?7DI
)19U.7CF.0@:6/I，+*：,’L++>

V@)6@=，U.5)4./8)19PI:7CB)1:;@3>,&&,>SLM5R-3W(M9)6@1D7G

B@/C71970)@1:G/70S-MD)/1.6L/@CF0)G@C/7C;:)19?)6.A.D0)J

67@9:@16F.3F797A.B71.，XU/..C.：Y<@9.1C.G7/Y)/?IK/.6)J

C.74:C/I:6)??@B)6@71)19 V)6.K/.6)C.74: 0.6)07/AF@:0［2］>

KF.0>U.7?7DI，"O!：,O"L,%%>

V@K(>,&&%>=3.<@.E716F.0@1./)D.1I)19:@640@C/7)1)?I6@C)?

9)6@1D6.CF1@Z4.:7GB@/C71:［2］>U.7?7D@C)?R4/<.I)193.:.)/CF，

**（*）："N"L"’,（@1KF@1.:.E@6FY1D?@:F)5:6/)C6）>

V@#[>"%%%>R70.D.7?7D@C)?CF)/)C6./@:6@C:7GC71C.16/)6.99@:6/@54J

6@71)/.)7G.A@6F./0)?9.A7:@6:@1KF@1)［2］>Y)/6FRC@.1C.\/71J

6@./:，N（"）："N*L"’&（@1KF@1.:.E@6FY1D?@:F)5:6/)C6）>

V49E@1D$3>,&&">S:./:0)14)?G7/W:7A?76／YH/.<>,!%［(］>

]./;.?.IU.7CF/717?7DIK.16/.，RA.C@)?M45?@C)6@71，X7>")>

+NA>

X@1DH@)]4/.)47GYHA?7/)6@71)198.<.?7A0.167GU.7?7DI)19(@1./)?

3.:74/C.:>"%%&>3.D@71)?D.7?D7I7GX@1DH@)-4@=46717074:

3.D@71［(］>].@̂@1D：U.7?>M45>-74:.（@1KF@1.:.）>

R6)C.I2R)19$/)0./:28>"%’+>=AA/7H@0)6@717G6.//.:6/@)??.)9@:7J

67A..<7?46@715I)6E7L:6)D.079.［2］>Y)/6FM?)1.6>RC@>V.66>，

,N：,&’L,,">

T)1D2-，U4V_，#F)1D##，P4K#，R)12#，P)1DKR，V@4R-

)19#F)1DU->,&&O>R)?6E)6./:A/@1D::?@C.F.0A:F)A.D/)1@6.

B@/C71FI9/76F./0)?FIA./A?):@).9D.C)6F79.?4@0@1.:C.1C.)19/)/.

.)/6F.?.0.16:CF)/)C6./@:6@C:［2］>M/7D/.::@1X)64/)?RC@.1C.，"O
（’）：’N%L’’’（@1KF@1.:.E@6FY1D?@:F)5:6/)C6）>

T70):CF.;\，$.11.9I=$，‘@??)W(，.6)?>,&&*>#@/C71:G/70RIJ

/7:，KIC?)9.:，U/..C.L/.C/I:6)??@B)6@71)19075@?@B)6@717GB@/C71

94/@1DF@DFLA/.::4/.0.6)07/AF@:0［2］>274/>7GM.6/7?7DI，!!
（""）："%’’L,&&,>

‘)</)U，RCF0@93)19U.5)4./8>"%%%>W16./1)?07/AF7?7DI，F)5@6

)19SLTFLM50@C/7)1)?I:@:7G)0AF@57?.67D/)14?@6.G)C@.:B@/C71：

U.7CF/717?7DI7G6F.W</.1#71.，R746F./1=?A:［2］>K716/@5>

(@1./)>M.6/7?>，"*!：*O&L!&!>

P@.9.1.C;(，=??.M，K7/G4\，U/@GG@1PV，(.@./(，Q5./?@\，‘71J

Z4)96=，3799@C;2K)19RA.@D.?P>"%%+>TF/..1)64/)?B@/C71

:6)19)/9:G7/SLTFLM5，V4L-G，6/)C.L.?.0.16)193YY)1)?I:.:
［2］>U.7:6)19>X.E:?>，"%："L,*>

#F)1D8a，\.1DK[，V@8_，RF.-a)19871D[2>,&&+>TF.

.<7?46@717G7/.LG7/0@1DG?4@9:@16F.A7/AFI/IL.A@6F./0)?0.6)??7J

D.1@C:I:6.07G#@̂@1:F)1)/.)［2］>=C6)U.7:@C@.16@)R@1@C)，,N
（,）：",’L"*N（@1KF@1.:.E@6FY1D?@:F)5:6/)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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