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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兰坪金顶铅锌矿床的成矿过程与油气的生成有许多相似之处，泥底辟构造在金顶铅锌矿床的成矿过

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随着泥底辟的上侵，塑性泥流夹带大量气体到构造圈闭中释放压力，扩大成矿空

间；其次，流体的去气作用在构造圈闭中进行一系列的强改造活动，进而促使铅锌矿体的形成。文章通过对金顶铅

锌矿床形成有关的泥底辟流体的来源、流体形成原因、流体在张性;挤压走滑盆地阶段的演化及金顶铅锌矿床成矿的

泥底辟流体特征的分析，认为兰坪金顶铅锌矿床的形成与泥底辟构造密切相关，该矿床具泥底辟流体的成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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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铅锌矿床位于云南省兰坪县境内，是中国目前最大

的铅锌矿床，也是世界上铅锌超大型矿床之一（付修根等，

!""$；曾荣等，!""9；李志明等，!""=）。对它的研究已有近>"
年的历史，但在矿床成因认识上分歧很大，有以下几种观点：

!同 生 沉 积;后 期 改 造 矿 床（施 加 辛 等，#5:>；白 嘉 芬 等，

#5:9；张乾，#55#）；" 同生沉积;变形叠加成矿（吴淦国等，

#5:5）；# 中低温非岩浆热液成矿（高广立，#5:5）；$ 喷流沉

积（3COCc）矿 床（赵 兴 元，#5:5；王 京 彬 等，#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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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君 烈 等，!""$）! 壳 幔 流 体 混 合 成 矿（尹 汉 辉 等，

!""%；薛 春 纪 等，&%%&’；&%%&(）；" 岩 溶 成 矿（胡 明 安 等，

!"#"）；# 有机质成矿（付修根等，&%%)）。此外，部分学者认

为矿床形成过程中成矿流体经历过周期性超压（*+,-.’/0，

&%%1；薛春纪等，&%%2），流体超压与推覆构造及盆地外流体相

关（*+,-.’/0，&%%)）。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兰坪盆

地的成矿流体演化、矿床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探讨了

金顶铅锌矿床泥底辟流体的成矿特征，为该矿床的成因研究

提供新的证据、新的方向，为该矿床建立与油汽藏相关的成矿

模型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 成矿物质来源

金顶铅锌矿床位于兰坪盆地中，矿床的形成（赵兴元，

!"#"；赵准，&%%2）与盆地的演化发展及其性质有着重要关系，

成矿流体的物质来源与盆地中巨厚的碎屑岩建造、蒸发岩建

造、盆地中丰富的建造水（牟传龙等，&%%!）及生物有机质密切

相关。

!0! 盆地中巨厚的碎屑岩建造

兰坪盆地从三叠纪开始接受了厚度达&134的沉积，有

上兰组（5&!）、攀人阁组（5&"）、崔依比组（56#）、歪古村组

（56$）、三合洞组（56!）、挖鲁八组（56$%）、麦初箐组（56&）、

漾江组（7!’）、花开左组（7&(）、坝注路组（76)）、景星组（8!*）、

南新组（8!+）、虎头寺组（8!(）、云龙组（9!’）、果郎组（9&,）、

宝相寺组（9&)）、渐新组（96？）和剑川组（:&*）等。其中，中生

界厚!#&"#4，新生界厚)"6!4。这些沉积物在组成上可

以分为火山岩建造、有机质岩建造、蒸发岩建造和碳酸盐岩建

造，但在岩石结构造构上碎屑岩占其全部的#%;以上（曾荣

等，&%%1；高建华，!"#"），盆地中巨厚的碎屑岩建造可能为成

矿流体提供了物质来源。

!0" 盆地中蒸发岩建造

兰坪<思茅盆地分布有!&%多个盐矿床和矿点，在厚约&1

34的沉积建造中，盐系地层将近&34。已证实主要的蒸发

岩建造为：中<上三叠统蒸发岩建造（5&<6）；中<上侏罗统蒸发

岩建造（7&<6）；古新统云龙组蒸发岩建造（9!’）。在这些蒸发

岩建造中，理论上易溶盐类可以提供高盐度的含矿流体，硫酸

盐类也是提供还原硫的主要来源，实际上亦是如此：金顶矿床

硫化物的$6$=值变化较宽，为>!2?!@%6%?$6@，明显属于

生物成因硫。在有机质（或细菌）作用下形成的硫也属于生物

成因硫的范畴。此外，由于可溶盐类溶解时，其中的金属可以

全部进入卤水中，因此，蒸发岩建造还可提供铅、锌、锶、钡等

金属元素（曾荣等，&%%1）。

!0# 盆地丰富的建造水

在古新世末，兰坪盆地的沉积水水量巨大。即从56$到

9!<&，各个含水层位所分布的面积、厚度及其所含沉积建造水

总量为6#"2346（表!），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流体源。经测

试，这些建造水主要是富含铜、铅、锌、钴、镍、镉、汞等重金属

元素的*/<:’<*’&A<=B&>$ 型的卤水（涂光炽等，&%%%）。古新

统云龙组沉积时，兰坪盆地呈一个“C”字型的样式。根据水

动力分析，金顶矿区的位置汇集了6个方向的地下水，分别是

北部小盐井方向、北西拉井方向、南部老母井及师井方向。6
个方向的地下水均向金顶矿区汇集（涂光炽等，&%%%）（图!）。

!0$ 有机质的参与

碳沥青在金顶矿区普遍存在，架崖山矿段分布最为广泛，

灰黑色<黑色为主，风化产物呈褐黄色。这些碳沥青存在于矿

石及围岩的裂隙、裂缝、溶洞及溶孔中，与矿体之间具有明显

的共生关系。矿区范围的碳沥青按其产出形态主要有脉状、

鳞片状、眼球状<囊状和胶结状。观察及分析结果（表&）表

明，有机质含量高的地方，成矿元素的含量也较高。

图! 古新世兰坪盆地云龙组沉积水动力条件略图

（涂光炽等，&%%%）

!—控制点；&—渗入压系统区；6—等值线；$—地下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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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古新世沉积亚期末（!!）兰坪盆地沉积水概略估算表（吴勇等，!""#）

$%&’(! )**+,-./%0((10./%0(1,23(*,1.0.,4%’5%0(+.46%4*.47&%1.438+.479%’%(,:(4(18&10%7(（!!）

（%20(+;8(0%’<，!""#）

含水岩石的时代及主要岩性特征 分布面积／!"# 厚度／!" 引用空隙度 水量／!"$

%，砂岩、粉砂岩、泥岩 $&’’ # ’(#) *+,’
-，砂岩、粉砂岩、泥岩 $&’’ # ’(*$ +*’
.，砂岩、粉砂岩、泥岩 $&’’ #(’) ’(’) &)#
/$!，泥岩、粉砂岩 $&’’ ’(+,, ’(’, #’$

/$"，灰岩、白云质灰岩、泥灰岩 $&’’ ’(00# ’(’, +$
/$#，（泥岩、粉砂岩、砂岩） $&’’ ’()&# ’(’& *0+

合计 $)+1

表# 金顶铅锌矿区有机质含量分析结果

$%&’(# )4%’=1(1,2,+7%4.::,40(40.40>(?.43.479&@A43(*,1.0

样品名称 #（氯仿沥青）／*’2, #（有机碳）／3 资料来源

架崖山

条带状方铅矿 ,’+(+ ’(## !
致密状方铅矿 ,*($0 ’(’# !
细粒黄铁矿 #1$(1 ’(** !

北厂

条带状方铅矿 *&,(, ’(*’ !
脉状方铅矿 *10(# ’(*+ !
砂岩型矿石 *+$(& ’(*) !
致密状方铅矿 0*($ ’(’+ !

第三系砂岩 #’)(’ !’(’* !
第三系粉砂岩 0+() !’(’&& "
白垩系砂岩 *,’(’ ’(’* !
侏罗系泥岩 ),($ ’(’0+ "

注：!据陈广浩等，*++,；"据付修根等，#’’,。

# 流体的形成及演化

#(! 逆冲推覆构造形成的构造圈闭

在金顶矿区范围内，由于逆冲推覆构造使得倒转地层系

统〔下白垩统景星组（-*$）、中侏罗统花开左组（.#%）、上三叠

统麦初箐组（/$!）及三合洞组（/$"）〕与正常沉积地层系统

〔白垩统虎头寺组（-*%）、古新统云龙组（%*&）〕形成构造圈

闭。在这个构造圈闭中，砂岩、角砾岩等孔隙度好、渗透率高，

使得成矿流体得以聚集，成为储层；泥岩、粉砂质泥岩等具低

渗率（付修根等，#’’&），具很好的遮挡能力，对成矿流体起到

了很好的封闭作用，是良好的遮挡层。因此，不同岩石不同的

物理特征不仅使得成矿流体在构造圈闭中汇集保存，并且形

成了一个压力封存箱（图#）。在这个封存箱内，流体处于超

压状态，超压流体环境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此外，兰坪盆地

流体动力学过程模拟结果显示，随推覆构造活动，流体超压力

形成于推覆体之下（薛春纪等，#’’1）。

#(# 流体的气体组分

从表$中可以看出：! 气相组分中除4#5、65#外，还含

图# 压力封存箱（据宋岩等，*++,修改）

789(# :;<==>;<"?@ABCDD<EB?F（"?E8G8<ECG@<;H?I9
JCI<@CD(，*++,）

有640、6#4,等有机组分；" 4#5、65#含量较高，但有机组

分在个别样品中也有较高含量；# 闪锌矿包裹体的气相组分

中，有机质含量虽较低，但仍然存在少量的640气体，而65#
的含量则较高。

640、6#4,等气体的存在，表明有机质参与了成矿。当

成矿 温 度 达*#’K以 上 时，有 机 质 开 始 分 解，形 成65# 及

640、6#4,等组分（胡明安等，*+)+）。

#(B 流体演化

#($(* 张性走滑盆地阶段流体演化

古新世开始，盆地的演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规模成矿时

期（图$），盆地流体（徐仕海等，#’’&）演化更是具有显著的特

点，在盆地两侧造山带的影响及地壳深部构造活动的加剧，深

部活性成矿物质通过深部超压水力或气力的碎裂作用，造成

深部物 质 加 入 到 盆 地 流 体 中（牟 传 龙 等，#’’*；徐 启 东 等，

#’’0）。在古新世盆地受深部拆沉构造的进一步影响，致使盆

地发生规模性和普遍性的张性走滑作用，由此诱使深部流体

进入红层砂岩中，和红层砂岩中的浅部建造水流体发生喜马

拉雅成矿期的第一次混合（牟传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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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金顶铅锌矿床流体包裹体的气体组分

"#$%&! ’#()*+,*(-.-*/*00%1-2-/)%1(-*/(*0.3&4-/2-/56$78/2&,*(-.

测试矿物
!（!）／"#$%

&’ (’ )&* )’&* )+ )+’ &’+
资料来源

方解石 # ",## ",*’ #,-# #,%’ ’- .%,# !
天青石 # ’,## ",.- #,%’ -,# ’-,# !
天青石 # *,"’ ",*% #,%- #,%’ .,# %*,# !
闪锌矿 # #,#. #,"/ #,#’ "0- "##,- !
闪锌矿 # #,"% #,#1 #,"’ "%1 "11,. "
天青石 # *,’" ",*% #,%- #,%’ ""," 1# "

石英 # #,#/ #," #,#’ ..,1 ".01 "
天青石 # #,’# #,#/ #,0’ ’%,0 "1.’ "

注：! 据覃功炯等，".."；"据温春齐等，"..-。

图0 张性走滑阶段盆地流体演化示意图

234,0 53647688693:;<=9:>?@9>==A?BC93?D?@9>=E6;3D@BC3FFC73D49>==G9=D;3?D6B;973<=H;B3I;964=

’,0,’ 挤压走滑盆地阶段流体演化

当盆地进入始新世晚期时，盆地两侧向盆地中心展开大

规模的斜冲推覆构造活动，受两侧斜冲挤压力的作用，盆地同

时发生近右旋走滑活动。构造强烈活动促使盆内及深部流体

的超压不稳定或形成新的盆内超压流体（图*），另一方面，区

域范围内的挤压走滑（垂直应力为J’），盆地沿应力J0方向发

生走滑，结果导致流体的运动方向和J0的方向一致。最小引

力控制了盆地的超压流体的运移方向，并划分出0种类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兰坪盆地晚三叠世—白垩纪，盆地的

流体演化以第一种类型为主，尽管存在矿源层，也没有发生大

规模的矿化。在古新世后，盆地的性质发生重大的变化，深部

流体和浅部红层中的盆地流体的混合（图0），提供了大量的

矿物质，并形成了致矿构造圈闭。首先成矿流体沿走滑方向

发生了带状分异现象，KE、LD等成矿元素由于硫化物的溶解

度低，优先就位于盆地中部由挤压逆冲推覆形成的穹隆中（何

龙清等，’##*），形成金顶铅锌矿（张乾，"..0）。而富含)C、M4
等成矿元素的成矿流体在走滑力的驱使下进一步向盆地的

两个三角区运移，同时由于走滑断裂的更进一步切入地壳，导

致深部流体再一次沿走滑断裂和盆内流体混合，带来了大量

的深部成矿元素，如)?、(3、JE、M;、&4、!6、J7、MC、M4、)C、KE、

LD等（徐晓春等，’##-），以及大量)+’。

0 金顶铅锌矿床泥底辟流体成矿特征

异常压力封存箱内（地层圈闭）的塑性泥流夹带大量)+’
N)&*N其他烃类气体，到构造圈闭中释放压力。条件为：JA

（垂向应力）OJ0（最小主应力）。随泥底辟上侵及流体存在的

去气作用，使)&*N)+’N其他烃类气体首先就位于构造圈

闭中，并由此引起一系列改变圈闭构造的强烈活动（图-），如

引起圈闭构造脆性岩石的碎裂和机械崩塌，使得成矿空间成

“粥样”，而后与富含KE’N、LD’N等成矿元素的成矿溶液混合，

发生快速沉淀，从而形成规模巨大的铅锌矿。

0," 逆冲推覆构造形成圈闭，使多套地层单元卷入成矿系统

金顶矿区位于氵比江断裂中部西侧穹窿构造中，由北厂、跑

*%0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挤压走滑阶段盆地流体演化示意图

"#$%! &#’$(’))’*#+,-.*+/01*/..2034*#0501*/.6’,#5134#774(#5$*/.+0)8(.,,#05’3,*(#-.9,3#8,*’$.

表! 沉积盆地构造应力与流体运移方向

"#$%&! ’%()*+),-#.)/0*)-&1.)/0#0*.&1./0)12.-&22/3.4&2&*)+&0.#-5$#2)0

类型 垂直应力 :;／:2 构造样式 流体运移方向 沉积盆地样式

类型! :< =%>?!:;／:2!=%@? 盆地沉降坳陷 沿同生断裂活动、侧向迁移 裂谷盆地、坳陷盆地、前陆盆地

类型" :A =%@?!:;／:2!< 挤压9走滑 沿:;方向（走滑方向）活动 走滑盆地

类型# :; <":;／:2 逆冲 垂向活动 挤压造山

注：:<最大主应力，:A中间主应力，:;最小主应力，:B垂直主应力。

图? 泥底辟流体成矿模式（据宋岩等，<CC>修改）

"#$%? D/.)477#’8#(,134#7).*’330$.5#+)07.3（)07#1#.7
’1*.(:05$.*’3%，<CC>）

马坪、架崖山、西坡南厂、白草坪、蜂子山矿段组成（图C）。矿

区地层由古新统云龙组（E<!）、下白垩统虎头寺组（F<"）、下

白垩统景星组（F<#）、中侏罗统花开左组（GA"）、上三叠统麦初

箐组（D;$）及三合洞组（D;%）组成，各组岩层之间均分别以

次级逆冲断裂接触（图>）。

铅锌矿体环绕穹窿核心边缘呈不规则环带分布（图C）。

北、西两翼保存较好，东、南两翼因剥蚀残存不全。矿体

受构造和岩性控制明显，主要以板状、层状、似层状（李瑞萍

等，A==C）产在推覆构造中及其上下的景星组（F<#）和云龙组

上段（E<!6），层位稳定，与地层不整合接触，矿体大小不等，沿

走向和倾向有分支肿缩变化。景星组主要为石英砂岩。云龙

组上段岩性变化较大，矿区东部多为角砾岩、大岩块砂砾岩，

向西变为砾质9含砾的石英砂岩、细砂岩。这两组岩石的岩性

都是高孔隙度、高渗透率的岩石，有利于成矿热液的流动。而

景星组顶板（中侏罗统花开左组）和云龙组上段的底板（云龙

组下段）均为以泥岩为主的细碎屑岩层，起到了上下隔挡层的

?>;第AC卷 第A期 张 峰等：兰坪金顶铅锌矿床泥底辟流体成矿特征初探

 
 

 

 
 

 
 

 



图! 金顶铅锌矿蜂子山矿段"#$勘探线剖面图（据云南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修改）

()*+! ,-./.*)01/2-03).41/.4*"#$-56/.713).4/)4-.839-(-4*:)2914.7-;/.0<)439-=)4>)4*";?@)40>-6.2)3（A.>)8)->
183-7B.+C,-./.*)01/"173D，EF4414GF7-1F.8,-./.*D14>H)4-71/I-2.F70-2，%&&’）

作用，从而形成圈闭，有利于成矿。

!+" 泥底辟上侵使成矿空间形成”粥样”环境，机械崩塌物和

构造角砾混入塑性的泥质中

泥底辟向上穿刺使得矿体局部（图JK）与围岩接触不规

规，多生侧枝矿体，造成矿体具穿层现象（图JL、JG、JK）：%%
号矿体下部主矿体赋存于云龙组（M%!）角砾岩、砾屑砂岩，上

部分枝矿体赋存于景星组（N%"）砂岩中。矿体边缘的大量角

砾岩（图JL、JG）、不同位置残余石膏形态的差别（图JO）及矿

体中不同的赋矿岩石是泥底辟上侵，周围崩塌物及角砾岩（图

PL、PG）混入的结果。

!+! 矿区地表或浅部可见花状（放射状）断裂

推覆构造连同主矿体围绕穹窿构造在矿区东部东倾，北

部北倾，西部西倾，南部南倾。该穹窿在地表出露范围C<A
QRS$<A，为北北东向稍长的椭圆形。核部出露地层为下白

垩统虎头寺组和古新统云龙组（原地系统），顶部及周边是推

覆构造外来系统，即下白垩统、中侏罗统和上三叠统。岩层和

矿体围绕着穹窿核心分布，并且矿体越靠近穹窿顶部越厚。

在穹窿顶部由于岩层上拱到一定程度使得穹窿破裂（曾荣等，

R’’!；薛春纪等，R’’R0），从而形成放射状张性断裂，使得岩层

和矿体呈现出目前所见的断续分布特点见（图&）。由于穹窿

孤立出现与区域北北西向的主构造线方向不协调，且卫星数据

解译在矿区及外围发现多级环形构造，结合区域地质背景，推

测金顶穹窿具有热隆升成因性质，与泥底劈上侵作用有关。

# 结 论

综上所述，云南金顶铅锌矿床泥底辟流体的成矿特征总

结为如下几点：

（%）喜马拉雅期形成的盆地两侧向盆地内部的推覆构造，

一方面形成著名的金顶构造圈闭，另一方面形成的流体，策动

!!C 矿 床 地 质 R’%’年

 
 

 

 
 

 
 

 



图! 金顶矿区矿体形态

"、#$均为%%号矿体；&、’$均为%(号矿体；%—泥底辟上侵界线；)—矿体；(—景星组砂岩；*—石膏层

+,-$! ./0123456780,9:60;,93,9-<1=>930825,:
"，#$?2$%%2/01234；&，’$?2$%(2/01234；%—@9A75,2912B937/42CDB33,78,/5；)—./01234；(—E7935:2902C;,9-F,9-

+2/D7:,29；*—G485BDH740/

图I 含矿角砾岩照片

"$膏溶角砾岩；#$沥青角砾岩；%—石膏；)—砂岩角砾；(—沥青角砾

+,-$I J602/0=107/,9-1/0KK,7
"$&/07DD0H:,9-1/0KK,7；#$"5867H:1/7KK,7；%—G485BD；)—E7935:290/B11H0；(—"5867H:/B11H0

云龙组砂泥质岩体和流体一起定位于圈闭中。

（)）逆冲推覆构造所形成的构造圈闭为泥底辟流体形成

的异常压力封存箱，在异常压力封存箱内，塑性泥流夹带大量

&.)L&M*L其他烃类气体到构造圈闭中释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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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金顶铅锌矿区构造地质图（据云南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修改）

"—滑覆断层；$—正断层；%—性质不明断裂；&—地质界线；’—不整合面；(—正常岩层产状；)—倒转岩层产状；*—铅锌矿体；!—勘探

线及编号；+,—古新统云龙组；-"!—下白垩统景星组；.$"—中侏罗统花开左组；/%#—上三叠统三合洞组；/%$—上三叠统歪古村组；

/%%—上三叠统麦初箐组

0123! 456785769:;2<=:=2189:>9?=@5A<.1BC1B2DE;FBC<?=G15（>=C1@1<C9@5<6H=3%I<=:=2189:D965,，J7BB9BK76<97
=@I<=:=2,9BCL1B<69:M<G=768<G，"!!#）

"—4:1?@97:5；$—H=6>9:@97:5；%—NBC<5<6>1B95<@698576<；&—I<=:=2189:E=7BC96,；’—OB8=B@=6>15,；(—P55157C<=@B=6>9:G56959；

)—P55157C<=@6<Q<6G<CG56959；*—R<9C;S1B8E=C,；!—+T?:=6951=B:1B<9BC15GG<619:B7>E<6；+,—R=U<6/<65196,J7B:=B20=6>951=B；

-"!—R=U<6I6<598<=7G.1BT1B20=6>951=B；.$"—L1CC:<.769GG18V79W91S7=0=6>951=B；/%#—O??<6/619GG1849BA<C=B20=6>951=B；

/%$—O??<6/619GG18X912787B0=6>951=B；/%%—O??<6/619GG18L918A7Y1B20=6>951=B

（%）随泥底辟上侵，流体存在的去气作用，使Z[$\ZV&
\其他烃类气体首先就位于构造圈闭中，并由此引起一系列

改变圈闭构造的强烈活动，进一步扩大容矿空间，也导致云南

金顶铅锌矿区地表或浅部可见花状断裂。

!"#"$"%&"’

K91.0，X9B2ZV9BCH9M]3"!*’3I<=:=2189:8A9685<61G518G=@5A<.1BĈ
1B2:<9C;S1B8C<?=G151BJ7BB9BU15A9G?<819:C1G87GG1=B=B15G2<B<G1G［.］3
L1B<69:_<?=G15G，&（"）：";!（1BZA1B<G<U15A+B2:1GA9EG56985）3

ZA<BIV，J1BVV，ZA7J9BCR17_V3"!!(3ZA96985<61G518G9BC2<=̂
:=2189:G12B1@189B8<=@=629B18>955<68=B591B<C1B5<65196,=6<C<?=G15G
1BR9B?1B241>9=E9G1B［.］3L1B<69:_<?=G15G，"’（&）：%)&;%*#（1B
ZA1B<G<U15A+B2:1GA9EG56985）3

ZA1I]，‘1B2V9BC]7<Z.3$##’3PB=Q<6?6<GG76<C@:71CG,G5<>9Ĝ
G=8195<CU15A5A<219B5G9BCG5=B<;A=G5<C.1BC1B2FB;DEC<?=G15，U<G5̂

<6BJ7BB9B，ZA1B9［P］3NB：L9=.，K1<6:<1B0D，<C3L1B<69:C<̂
?=G156<G<968A：L<<51B25A<2:=E9:8A9::<B2<［L］3K<6:1B／V<1C<:E<62：

4?61B2<6;a<6:923’(：!%;!(3
ZA1I]，‘1B2V9BC]7<Z.3$##(3L=C<:1B2=@@:71C?6<GG76<<Q=:7̂
51=B6<:95<C5=G<C1><B5:=9C1B29BC5A67G5@97:51B21B5A<R9B?1B2
E9G1B;1>?:18951=BG@=65A<@=6>951=B=@5A<.1BC1B2FB;DEC<?=G15，

J7BB9B，ZA1B9［.］3.=76B9:=@I<=8A<>189:+T?:=6951=B，*!：’);(#3
07]I9BCD9B2JZ3$##&3I<=:=2189:8A96985<61G518G=@.1BC1B2:<9C;
S1B8C<?=G15U15AC1G87GG1=B=B15G2<B<G1G［.］3X=6:CI<=:=2,，$%
（%）：$%*;$&&（1BZA1B<G<U15A+B2:1GA9EG56985）3

07]I，R1BR，FA7R_，D9B2JZ9BCX9B2]R3$##’3PB9:,G1G=@
5A<=6<;E<961B2G56959G<C1><B596,<BQ16=B><B59BC>1B<69:1S951=B
2<=:=2189:8=BC151=BG=@5A<.1BC1B2:<9C;S1B8C<?=G15［.］3.=76B9:=@
ZA<B2C7OB1Q<6G15,=@/<8AB=:=2,（481<B8<b/<8AB=:=2,+C151=B），

%$（’）：&&);&’$（1BZA1B<G<U15A+B2:1GA9EG56985）3
07]I，R1BR，D9B2JZ，FA7R_9BCX9B2]R3$##(3/A<8A9698̂
5<61G518G=@=629B18>955<69BC15G>1B<69:1S951=B1B5A<.1BC1B2:<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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