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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尤卡朗铅银矿床产于中侏罗统拉贡塘组受岩浆热变质的砂泥质岩中，与矿区北部出露的燕山期

至喜马拉雅期中酸性侵入岩体有关。矿体的产出和分布受到北北东向断裂构造的控制，尤其是多期活动的节理造

成局部矿化富集。成矿作用可划分为:个阶段，包括石英菱铁矿阶段、铅锌（银）矿化阶段、细粒铅银矿化阶段、黄铁

矿化阶段和石英脉阶段。矿石中硫化物!5>3值为@5A$!B"@?A>=B。闪锌矿和方铅矿平衡硫同位素温度值为

!#>C。单矿物的铅同位素!"$1D／!">1D分布于#;A$;5"#;A?!5之间，!"=1D／!">1D分布于#:A$;>"#:A;""之间，

!";1D／!">1D为5?A"?""5?A:;#，#值在?A$"和?A;!之间，4E／F比值在5A;;和>A":之间，在构造环境图解中位于

上地壳附近，可能与俯冲带中海底沉积物随洋壳板片俯冲进入地幔的重熔岩浆作用有关。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成

矿温度为中温，流体盐度不高且有降低的趋势，成矿热液主要来源于岩浆期后热液，推测地下水混入成矿热液导致

铅银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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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卡朗铅银矿位于西藏那曲县境内，大地构造

位置处于冈底斯’喜马拉雅构造区中段北部（付少英

等，@AAB）。尤卡朗铅银矿床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岩浆

期后热液型矿床，明显受构造控制，主要产于断裂破

碎带中。该矿床地处青藏高原，地质工作程度相对

较低。本文主要通过该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及硫、铅同位素组成、流体包裹体的测温结果，探讨

了矿床的成因及成矿作用，为进一步找矿提供地质

依据。

C 矿区地质背景

尤卡朗铅银矿床的主要含矿地层为中侏罗统拉

贡塘组（D@’E!）石英岩、斑点板岩、角岩及蚀变岩，原

岩主 要 为 泥 质 岩、碎 屑 岩 和 泥 灰 岩 类（黄 敏 等，

@AAB）。含矿层位为靠近顶部的石英岩层，系由砂岩

变质而成；其上、下层位的岩石均为致密状、含泥质

高、有效孔隙度低的岩性，是很好的隔挡层（图C）。

矿区除了地表和钻孔中见到小型的脉岩外，未

见大规模的岩体侵入。但其北部外围约EF0处即

有大面积的酸性侵入岩体出露。根据西藏CG@H万

门巴区幅区调报告（杨德明等，@AAH），矿区外围的岩

体主要包括@个时期，即燕山晚期（IC）黑云母花岗

岩和喜马拉雅晚期（JC）斜长花岗岩。矿区内所见脉

岩为时代不明的闪长玢岩，规模较小，绢云母化蚀变

强烈。

矿区构造简单，总体上为一单斜构造，层面向南

南东方向倾，倾角大多在HA!KAL，局部有揉皱现象。

断裂构造较为发育，主要为北西向、北东向和近东西

向断裂。其中北东向断裂构造是矿区的主要含矿构

造，控制了铅锌银矿体的形成、分布和产状。该组断

层经历了多期活动，成矿后活动强烈，矿体遭受强烈

的破坏和改造。

北东向断裂组共有M条逆断层，矿区北部E条

倾向北西，中南部N条倾向南东，形成的断层破碎带

走向CHL，向东倾，倾角一般KA!MAL，长约@AA!CBAA

0，宽H!BA0，为矿区的重要控矿构造。"号矿体

群即产于断层带中。断层破碎带由含矿角砾岩、碎

裂岩和石英脉组成。方铅矿等金属硫化物多分布在

角砾岩的胶结物中，带内产出数条平行分布的透镜

状铅银工业矿体。该组断层是矿区最主要的含矿构

造，成矿前、成矿期均有明显的活动。

北西向断裂组共有@条断裂：位于矿区北部和

中部，均为平移断层，切断了北东向断裂组，属于后

期形成，对矿体有破坏作用。

近东西向断裂组也有@条，位于矿区中部及南

部，走向MA!OAL，倾向南，倾角K@L。该组断层与成

矿作用未见直接关系，可能是成矿后断裂。

尤卡朗铅银矿床成矿地质背景较好，主要控矿

因素是断裂构造及酸性岩浆岩。

@ 矿床地质特征

*P+ 矿体形态产状

铅银矿体产于石英岩中，受北东向破碎带的控

制，破碎带内形成的铅银矿体近平行分布，其相间距

离NA!HA0，长可达EA!BA0，宽CA!@A0，产状与

整个破碎带小角度斜交，交角为CA!CHL。多组构造

交汇处往往为矿体的分叉处，而在构造集中部位又

形成富矿包。已知的N个主要矿体在平面上呈短轴

状，向北北东方向延伸。矿体向东倾斜，倾角达KA!
MAL，向下延伸长度超过水平长度。矿体的分布具有

斜列式的规律，平面上呈右行特征（图@）。

*P* 矿石组分及结构构造

矿石的主要金属矿物为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

黄铁矿、磁黄铁矿、菱铁矿，可见少量硫锑铜银矿、硫

银锡矿、银黝铜矿、金银矿、辉铋铅矿等。主要脉石矿

物包括石英、绢云母、方解石等。原生矿石可分为E
种主要工业类型，即铅银矿石、锌铅矿石和铜铋矿石。

多元素分析结果表明铅锌、银具有工业价值，原矿中

平均品位："（Q2）CBRNMS、"（T,）@ROES、"（U5）

NEN5／!；此外，矿石中还含有一定量的金、铜、铋、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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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尤卡朗矿区地质简图

!—第四系砂砾沉积物；"—中#上侏罗统拉贡塘组第三段条带状钙质角岩；$—中#上侏罗统拉贡塘组第二段石英岩；%—中#上侏罗统拉贡

塘组第一段云母角岩、钙质角岩、斑点板岩；&—碎石堆积物（冰川堆积）；’—性质不明断层；(—逆断层；)—平移断层；*—地层界线和推

测地层界线；!+—闪长岩脉；!!—花岗斑岩脉；!"—地层产状；!$—矿体和矿化体露头；!%—矿石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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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均品位为：!（P=）+R’%.／:、!（S=）+R&&T、

!（E-）+R+*T、!（0?）+R$T，具有综合利用前景。

矿石 中 的 有 害 组 分 砷、镉 均 相 对 较 低，!（PA）

+R"*T、!（S6）+R+$)T。

常见矿石结构包括中细粒自形#半自形粒状结

构、碎裂结构和交代溶蚀结构等；矿石构造包括角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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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尤卡朗矿区"##$中段矿体分布及构造分析图

（插图表示矿体右行排列的应力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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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网脉状构造等。矿体的围岩蚀

变主要有硅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绿泥石化、碳酸

盐化等。

!"# 矿物生成顺序及成矿阶段

在矿化破碎带的顶端近地表地段，由于表生作

用的存在，使铅=锌=银=铜=铋矿物风化淋滤形成硫酸

铅矿、白铅矿、褐铁矿等。表生作用的范围从地表向

深部减弱，未出现次生富集带。矿物生成顺序见表

$。

根据矿脉穿插关系，结合物相分析结果，将原生

成矿作用初步划分为>个成矿阶段，依次为：

第$阶段：石英菱铁矿阶段，有铜铋矿化，伴有

轻微铅锌矿化，矿化强度很弱，仅局部出现团块状、

角砾状铜铋=菱铁矿石；该阶段出现的石英属于成矿

早期阶段，形成温度相对较低；

第!阶段：铅锌（银）矿化阶段，为铅锌主成矿阶

段，形成较富的铅（锌）银矿，脉石矿物以石英及方解

石为主，该阶段方铅矿粒度略粗，结晶较好，石英、方

解石与矿化关系密切，形成温度相对略高；

第?阶段：细粒铅银矿化阶段，以细粒方铅矿为

特征，其中含银最高；

第"阶段：黄铁矿化阶段，少量黄铁矿细脉穿插

早期矿物，局部有浅色闪锌矿；

第>阶段：石英脉阶段。该阶段石英属于成矿

期后变质热液形成，与成矿关系不大。

? 稳定同位素及流体特征

#($ 硫同位素特征

选择主要矿体中的方铅矿（$!个样品）及闪锌矿

（$个样品）单矿物做硫同位素测试。其中;@"样品

中的方铅矿及闪锌矿为共生矿物。硫同位素测试结

果见 表!。 方 铅 矿 的!?"A分 布 于B>CD!E"
BDC"FE之间，闪锌矿的!?"A值为B?CG!E，其分

布直方图见（图?）。所有测试结果分布在一个很狭窄

的范围内，但值偏低，与传统的认识相悖。

成矿流体在其演化和成矿的过程中，硫同位素也

在不断分馏，造成!?"A随温度降低的趋势。一般来

说，!?"A值从黄铁矿—闪锌矿—黄铜矿—方铅矿不断

降低（魏菊英，$D##）。根据共生矿物对的同位素值可

推断成矿作用发生的温度。根据H(I(J2601-3的公

式（佐岐秋良等，$DFD），对于闪锌矿和方铅矿矿物对，

$KKK63#LFC#M$K>!B!（适用条件为K"$KKKN）。

;@"样品中共生的闪锌矿和方铅矿的!?"AOPQ值分别

为B?CG!E和BGC#DE，计算出#L$CKK?!D?，由此计

算出平衡温度为!$"N（魏菊英，$D##）。

#(! 铅同位素特征

对上述的$?个硫化物单矿物样品测试了铅同

位素组成，测试结果和有关参数见表?。从表?可

见，硫化物单矿物的铅同位素分布范围较窄，!KGR,／
!K"R,分布于$#CG#?"$#CD!?之间，!KFR,／!K"R,分

布于$>CG#""$>C#KK之间，!K#R,／!K"R,为?DCKDK"
?DC>#$，$值 在DCGK和DC#!之 间，Q9／S 比 值 在

?C##和"CK>之间。

铅同位素值投影在朱炳泉（$DD#）的构造图解

（图"，路远发，!KK"）中，本区落于上地壳铅的范围

内。在T4*1743等（$D#$）的构造模式图中也有类似

的解释。由此看来，尤卡朗铅银矿区矿石中铅为地

壳来源，并且可能主要是上地壳来源。

#(# 流体包裹体特征

通过光薄片制作和显微镜鉴定，发现矿区采集

的矿石样品中的石英含有流体包裹体。在>K倍物

镜的普通显微镜下观察光薄片，选出D件样品，代表

了>个 不 同 的 成 矿 阶 段 。流 体 包 裹 体 主 要 包 括!

!F" 矿 床 地 质 !K$$年

 
 

 

 
 

 
 

 



表! 矿物生成顺序及成矿作用阶段表

"#$%&! ’()&*#%+,-*.()/0&12&)3&#)405#/&0-,.()&*#%(6#5(-)

表7 单矿物硫同位素测试结果

"#$%&7 82%,2*(0-5-9&#)#%:5(3#%*&02%50-,0()/%&.()&*#%0

样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23／4 5&6( 576%) 5(678 5&687 5&6)7 5)6(+ 576*) 5)6&# 5(67* 5)6+& 5)6#+ 5&67* 5+6&*

-.—方铅矿；/0—闪锌矿；测试单位：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室。

种类型："型为水溶液气液两相包裹体，一般为孤立

状或成簇状分布，为原生成因；#型发育较少，为

9*:;1:*包裹体，部分可见两相1:*，但有些只能通

过笼合物的温度来推断（#’型）。

研究采用<=.>?@公司出产的A/-/;&,,型地

质用冷热台，温度范围在5#7&$&,,B之间。显微

冷热台测定了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并通过水溶液包

裹体的冰点温度（水溶液包裹体）或二氧化碳笼合物

的温 度（含 二 氧 化 碳 包 裹 体）的 测 定，根 据CDEF.
（#787）的G<H$1:I计 算 机 程 序，采 用CDEF.等

（#787）的公式计算了水溶液的盐度。

流 体 包 裹 体 测 温 结 果 总 结 如 表%。均 一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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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尤卡朗矿石中硫化物单矿物硫同位素统计（样品数"!）

#$%&! ’()*(+$,-.-/0,.1.$,.$2,-*,()*$30,$4%)05$40+1),$46-(7$1)14%-+0,（"!,15/)0,）

表! 尤卡朗矿区硫化物单矿物铅同位素比值

"#$%&! ’&#()*+,+-&.#,)+*+/*0%/)(&*)12%&3)1&.#%*)1,4&5+06)#%#12+.&()*,.)7,

序号 样号 单矿物 89:;<／89=;< 89>;<／89=;< 89?;<／89=;< 表面年龄／@1 !值 "值 AB／C !# !$

" 6D" 方铅矿 "?&:E8 "F&:?E !E&"E: >!&E 9&F>F E&:" !&E8 8!&=: =E&8?

8 G= 方铅矿 "?&>:8 "F&>9> !E&!"> =F&E 9&F>! E&:= !&E! 8=&F8 F"&8?

! 6G: 方铅矿 "?&>E8 "F&>89 !E&!:E =9&: 9&F>8 E&:: !&E= 8F&!F F8&==

= 6H= 方铅矿 "?&>!! "F&>!: !E&!"! "9! 9&F>> E&> !&EF 8:&:= F!&>9

F 6HF 方铅矿 "?&>8F "F&:?? !E&898 =?&> 9&F>! E&: !&E 8!&8E =?&!!

: 6H> 方铅矿 "?&>?: "F&>9F !E&!"> 8F&E 9&F>" E&:! !&E8 8=&!" F9&="

> 6H"" 方铅矿 "?&E8! "F&>"! !E&F8: I:!&> 9&F:= E&:= !&E! 8=&>= F=&?F

? 6H"8 方铅矿 "?&>:? "F&>"E !E&!"? F:&> 9&F>! E&:: !&E! 8F&!F F"&>E

E 6H"! 方铅矿 "?&>"? "F&>8? !E&!"8 "&9= 9&F>> E&:? !&E: 8:&"8 F!&>"

"9 6H89 方铅矿 "?&:?! "F&:?= !E&9E9 >=&" 9&F>F E&: !&?? 8!&"! =:&=F

"" 6H88 方铅矿 "?&>?> "F&>9E !E&!=F !9&! 9&F>" E&:= !&E! 8=&FE F"&!F

"8 6H8F 方铅矿 "?&>"8 "F&:E" !E&">? :"&E 9&F>= E&:" !&E 8!&F= =?&8>

"! 6H=’/ 闪锌矿 "?&>>: "F&?99 !E&F?" "F" 9&F?" E&?8 =&9F !"&98 :!&9!

测试单位：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室。有关参数根据路远发（899=）开发的J0-K$.软件计算。

的分布范围较广（"F8%8F9L），多数样品内部的变

化范围较集中，说明包裹体后期变化不大，可以代表

原始的均一温度。各个成矿阶段的包裹体均一温度

从早到晚是不断降低的，本次研究测定的均一温度

的平均值较接近，均在899%8"8L的范围内，与方铅

矿M闪锌矿平衡硫同位素温度值（8"=L）相近。

包裹体盐度!（G1N)07）在9OF9P%"8O8EP之

间，峰值在!P%FP之间，平均=OE=P（"9:个数

据）。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流体包裹体盐度值较高，

!（G1N)07）达到>P%"!O:EP，集中分布于?P%
"9P之间。不同阶段的包裹体盐度平均值从早到晚

有降低的趋势（表=）。

= 成矿作用分析

8&9 成矿物质来源

矿区内虽未见大规模的岩体出露，仅见小型不

规则酸性岩脉，但在矿区北部及西北部外围!9995
处有酸性岩体出露。岩体特征如下：

（"）早白垩世（燕山晚期第一次）黑云母花岗岩

岩石呈浅灰白色，中粒M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

由斜长石，条纹长石Q微斜长石，石英、黑云母、白云

母组成。属钠铝过饱和钙碱岩系。岩石化学上富

’$R8和K8R、G18R、S)8R!，!（’$R8）均在>"O?:P以

=>= 矿 床 地 质 89""年

 
 

 

 
 

 
 

 



图! 铅同位素形成的构造环境图解

图中数字含义："—地幔源铅；#—上地壳铅；$—上地壳与地幔混

合的俯冲带铅（$%—岩浆作用；$&—沉积作用）；!—化学沉积型

铅；’—海底热水作用铅；(—中深变质作用铅；)—深变质下地壳

铅；*—造山带铅；+—古老页岩上地壳铅；",—退变质铅（据朱炳

泉，"++*）。样品点第一组为方铅矿，第二组为闪锌矿

-./0! 12%3.4565723.%/8%9:5862;65<.;2<=.85<92<6
"—>%<6?2328.=23?2%3；#—@7728;8A46328.=23?2%3；$—>.B23?2%3
5:A7728;8A46%<39%<6?2328.=23:8594A&3A;6.5<C5<2（$%—>%/9%D
6.49；$&—E2754.6.5<）；!—12%3:859;F29.;%?423.92<6%6.5<；’—

12%3:8594A&9%8.<2FG3856F289%?；(—12%3:859 923.A9HF./F
926%9587F542385;I4；)—12%3:859F./F926%9587F542385;I45:
15J28;8A46；*—?2%3:859585/2<.;&2?6；+—12%3:859%<;.2<64F%?2
5:A7728;8A46；",—12%3:85982685926%9587F542385;I（:859KFA，

"++*）0LF2:.8464265:4%97?275.<64.4/%?2<%，6F242;5<35<2.4
47F%?28.62

表! 流体包裹体测温结果

"#$%&! ’&()%*(+,,%)-.-/0%)(-+/*1&23+3&*2-0
3&#()2&3&/*

成矿阶段 测量数
!F／M "（N%O?2P）／Q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 "( "’#!#!" #,# "0(’!"#0,# ’0’*
# ’’ "(+!!#’, #"# ,0’,!"#0#+ ’0#(
$ "# "’*!!#$, #,, $0#*!!0#$ !0’#
! "$ "(’!#$$ #,, $0!!!!0), !0"$
’ ", ")!!#$’ #"" "0(’!!0), $0)"

上，"（R#S）T"（N%#S）在)U!Q以上，"（V?#S$）均

在"#U)’Q以上；而贫铁、镁、钙，它们的质量分数均

在#U"(Q以下。区域的早白垩世花岗岩主要分布于

嘉黎深大断裂带的两侧，与断裂带一样呈近东西向

分布，其形成环境可能受其影响较大。

（#）中新世（喜马拉雅中期）花岗岩

岩石呈灰白色，半自形细粒结构，块状构造。主

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钾长石、斜长石和黑云母，其中

含有不均匀分布的石榴子石。见于矿区西北部建多

沟中，还见有石榴子石斜长花岗岩，该岩石几乎不含

钾长石，而以斜长石为主。中新世花岗岩在区内主

要沿拉萨—当雄北东向断裂带两侧分布，与该断裂

的活动有关。该期岩体位于尤卡朗矿区的西北侧，

可能出现于矿区深部，与铅锌银的成矿作用关系密

切。

据遥感图像解译，矿区位于西北部多重环形构

造的边缘部位，推测深部存在隐伏岩体。矿区地层

出现岩浆接触热变质，泥灰岩变成斑点板岩、石英砂

岩变成石英岩、泥质岩普遍角岩化。矿体呈斜列式

分布，受北北东向剪切应力场的控制。

硫和铅稳定同位素特征表明，成矿物质主要来

源于上地壳岩浆，或有下地壳物质的混入。岩浆的

形成可能与带入俯冲带的海底沉积物的重熔有关，

其中富含成矿物质，成为矿床成矿物质的主要来源。

!04 成矿温度

矿体主要受裂隙控制，闪锌矿颜色深，其中含有

黄铜矿的固溶体分离乳滴，表明形成温度较高。流

体包裹体测温资料表明，不同阶段主矿物的包裹体

均一温度没有明显的差异，温度范围多数在"(,!
#!,M之间，处于中低温的范围。考虑到石英多数是

偏于晚期的矿物，形成温度略低于主要硫化物，且均

一温度反映的是成矿温度的下限，所以铅锌成矿温

度是在#,,M以上，属中温。这一测量值与通过硫同

位素计算的成矿温度相近。

!05 成矿流体特征

矿物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成矿流体中除了水

溶液外，还含有一定量的OS#。但总体上说，OS#的

量不大，形成OS#独立相的包裹体较少，大部分OS#
出现于水溶液包裹体的气相中。水溶液盐度不高，

"（N%O?2P）平均!U+!Q，属于中低盐度的范围。从

少量较高盐度值〔"（N%O?2P）最高达到"$U(+Q〕推

断，成矿流体来源与岩浆热液有关，而不同阶段的包

裹体盐度平均值从早到晚有降低的趋势，反映岩浆

期后有不同比例的低盐度水体混入，这种低盐度水

体很可能就是地下水。

’ 结 论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结论：

（"）尤卡朗矿区深部存在与成矿作用密切相关

的中酸性岩体，可能与矿区西北部地表出露的中新

世（喜马拉雅期）斜长花岗岩相连。成矿物质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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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岩体，可能与俯冲带中海底沉积物随洋壳板片

俯冲进入地幔的重熔岩浆作用有关，具有上地壳!
型花岗岩的特征。

（"）矿床属岩浆期后热液充填交代型矿床，经

历了#个成矿作用阶段，其中第"阶段铅锌（银）矿

化阶段为铅锌主成矿阶段，第$阶段细粒铅银矿化

阶段是银的富集阶段。

（$）成矿流体为含有少量二氧化碳的水溶液，

石英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在%&’!"(’)之间，与闪锌

矿*方铅矿的硫同位素平衡温度反映成矿温度"%()
相近。

志 谢 本文得到青海西部矿业地勘公司、尤

卡朗银铅矿山的大力支持，室内工作得到中南大学

地学院、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室的协助，在此

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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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3256789:;：<=>?,-?-=@ABC,@,-D,E=F-,BGC,CHA?I

B>-/E/H>/JCKB>DEB>-/-FFLA>H>/?LAK>-/HEBE［M］2<=C,>?E/N>/C,E*

L-D>KB，O(：%$3’*%$3$2

+,-./01E/H6E=PQN2%34320*R*S@,-@C,B>CK-FFLA>HK>/BGCKTKI

BC=U":*9:"*8E9L：8C.D,E@G>?EL@,CKC/BEB>-/KE/H>=@L>?EB>-/K

F-,FLA>H>/?LAK>-/KBAH>CK［M］2VC-?G>=>?ECB9-K=-?G>=>?E<?BE，

#$：%"’3*%""%2

5A!W，M>/WU，XGE/D!E/HQE/D5Y2"’’42VC-L-D>?EL?GE,E?BC,I

>KB>?K-FBGCW-AZ>ELE/D0P*<DHC@-K>B.>BG>BKDC/CK>K,CKCE,?G，

8EZA9-A/BT>/S>PCB［M］2N>/C,EL;CK-A,?CKE/HVC-L-DT，""（#）：

(%"*(%O（>/9G>/CKC.>BG1/DL>KGEPKB,E?B）2

UAE/DN，6E>MY，5E/M9，UA;V，QE/DS，QC/69E/HQE/DX

[2"’’42VC-L-D>?EL?GE,E?BC,>KB>?KE/H@,-K@C?B>/D@-BC/B>EL>/BGC

W-AZ>ELE/D0P*<DHC@-K>B，8EZA9-A/BT>/S>PCB［<］2SGC3BG8EI

B>-/EL9-/FC,C/?C-/N>/C,EL;CK-A,?CK-F9G>/E［9］2+C>\>/D：

VC-L20AP2U-AKC2"#O*"#4（>/9G>/CKC.>BG1/DL>KGEPKB,E?B）2

6AW52"’’(2VC-]>B：<VC-?GC=>?ELB--L̂>BF-,N>?,-K-FB1_?CL［M］2

VC-?G>=>?E，$$（#）：(#3*(&(（>/9G>/CKC.>BG1/DL>KGEPKB,E?B）2

;1XE,B=E/E/H+;[-C2%34%20LA=P-BC?B-/>?K*BGC=-HCL［M］2

SC?B-/-@GTK>?K，O#：%$#*%&"2

!EKÊ><E/H7KG>GE,E!2%3O32!ALFA,>K-B-@>??-=@-K>B>-/-FBGC=EDI

/CB>BC*KC,>CKE/H>L=C/>BC*KC,>CKD,E/>B->HK>/ME@E/［N］2S,E/KLEBCH

PTNE[Y，W>?GE/D7/KB>BABC-FVC-L-DTE/HN>/C,EL;CK-A,?CK，

V,E/>BCVC/CK>K2%34%24%*3’2

QC>MW2%34427K-B-@CVC-?GC=>KB,T［N］2+C>\>/D：VC-L20AP2

U-AKC2%#$*%&$（>/9G>/CKC）2

WE/D[NE/HUCXU2"’’#2;C@APL>?-F9G>/E%‘"#’’’’;CD>-/EL

DC-L-D>?ELKA,JCT -F BGC NE=PE H>KB,>?B KGCCB >/ S>PCB
（U(&9’’"’’"）［;］2VC-L-D>?EL!A,JCT-FM>L>/a/>JC,K>BT2

XGA+Y2%3342SGC-,TE/HE@@L>?EB>-/-FBGC>K-B-@>?KTKBC=EB>?K>/BGC

CE,BGK?>C/?CK：[>K?AKK>-/-/BGC?,AKB*=E/BLCCJ-LAB>-/F-,9G>/E

9-/B>/C/B［N］2+C>\>/D：!?>C/?C0,CKK2#*"$’（>/9G>/CK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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