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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利用宁夏地震台网观测 资杆
,

讨论 了宁夏区 内七个地 区的 区 域 应 力

场
,

并且给 出 了 16 次中强地震的震源机制 解
。

结 合 大 地 形 变测 量资料分析认

为
,

宁夏北部银川平原的 区域应 力 场 以 北北东方向的主压应力 占仇势
。

宁夏南

部西 ( 吉
`

)
、

海 ( 原 )
、

固 ( 原 ) 地 区的 区域应 力场 以 北 东方 向的主压应 力占

优势
。

南部和北部两 区域 的分界带在 中卫
、

中宁一 线
。

中卫附近的主 压应 力方

位为 16 5
。 ,

与其南部
、

.

北部地 区都不相 同
。

本文研究结 果认为
,

现今宁夏构造

应 力场 的格局 与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共同作用 有关
,

其中印度板块的推挤

起主导作用
。

七个区域的震源机制与应 力 场

宁夏是我国多地震的省区之一
,

但是 由于受到地震观测台网控制能力的限制
,

不可能对

所有 M》 4
.

。级的地震都做出震源机制解答
。

因此
,

我们借用文献 〔 1 〕和 〔
`

2 〕的 方 法
,

对石咀山
、

固原等七个地 区分别做出了小地震综合断层面解
,

求得的结果如下
。

1
.

石 咀山地震台所在地区的应力场 石咀山地震台建于 1 9 7 。年
,

台站位置在石咀山矿务

局化工厂附近 (北纬 3 9
0

1 5` ,

东经 1 0 6
0

4 1`
)

。

该台于 1 9 7 4一 19 7 5年共记录到 17 2次 P波初动 清

晰
、

并且能够确定震中座标的地震
。

其中最大震级为 4
.

9 ,

最小震级为 1
.

3 ,

震 中距离最远的

为 2 00 公里
,

最近的为 9 公里
,

一律采用 P 波初动符号
,

做出的结果如下
:

节面 A走向
:

77
。

节面 B走向
:

1 7 4 “

X轴方位 : 8 4
。

y 轴方位
:

3 4 7
。

P轴方位
: 3 1。

T轴方位
: 1 2 8

。

N轴方位
:

2 3 8
。

倾 向
:

3通7
。

倾向
:

84
“

倾角
: 7 8

。

倾角
:

59
。

仰角
:

2 8
。

仰角
:

n
。

仰 角
: 2 8

。

仰角
: 1 2

。

仰角
:

5 6
。

图 1 石咀山小震

断层面综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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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宋别立小震

断层面综合解

节面 A 走向
: 176

。

倾 向
:

26 6
“

倾角
;
6 2

。

节面 B走向
: 7 2。 倾 向

: 6 2 1。

倾角
:
6 8

。

X轴方位
: 6 12

。

仰角
:

2 2
。

y 轴方位
: 26 7

。

仰角
:

28 0

P 轴方位
: 2 12

。

仰 角
:
3 8

0

T 轴方位
: 3 04 。

仰角
:
4

.

N轴方位
: 3 9

。

仰角
:

52。

图 3 灵武小震断层面综合解

节面 A 走向
:
6

“

倾向
:

96
“

倾 角
:
8 00

节面 B’ 走 向
:

9 1
。

倾 向
:

1
。

倾角
:
6 2

。

X轴方位
:

1
.

仰 角
:

82
。

y 轴方 位
:
9 6

。

仰 角
:

0 1
0

P 轴方位
:

510。

仰角
:

27
0

T 轴方位
:
3 1 5

0

仰角
:

2 1
0

N 轴方位
: 2 4 0仰角

:
6 0

.

其中 X
、

.

Y分别为 节面A
、

B上盘错动方 位
,

P
、

T
、

N 分别

相当于最大
、 一

最小和中等压应力轴
。

上述结果如 图 1 所示
。

因为所用资料中 68 %的震中距离小于 80 公 里
,

所以该结果可

以代表以石 咀山地震台为中心
、

80 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应力场
。

2
.

宗别立地震台所在地 区的应力场 宗别立地震台位于

阿拉善左旗宗 别 立 公 社 所 在 地 (北 纬 39
0

14
` 3 4 “ ,

东 经

1 0 6
“
1 1` 3 2“

)
,

台址为出露的花岗岩
,

使用 D D一 1 地震仪
,

放

大倍数为 7 万倍左右
。

该台于 1 9 7 4一 1 9 7 8年共记到 20 2次 P 波

初动清晰并能确定震中经纬度的地震
。

最大震级为 .4 4
,

最小

震级 1
.

3
·

,

震级大于 2
.

0级的地震占地震总数的 85 %
,

震中距离

最远的 2 05 公里
,

最近的 17
.

5公里
,

其中震 中距离在 1 00 公里

范围内的占62 %
。

利用这 2 02 个地 震的百波初动资料采取上

半球投影求得的小震断层面综合解见 图 2
。

3
.

灵武地震台所在地区的应力场 灵武地震台建于 1 9 7 0

年
,

台站位 置 在 灵 武 县 城 东 南 (北 纬 38
0

05
, 2 4 “ ,

东经

1 0 6
0

2 2
`
06

“
、

)
’

,
、

使用 64 型薰烟地震仪
,

放大倍数仅一万倍
。

该台于 1 9 7 4一 1 9 7 8年记到 36 次P 波初动符号清楚并且能够确

定震中座标的地震
。

最大震级 4
.

4 ,

最小震级 1
.

9
,

震 中距离

最远的为 1 84 公里
,

最近的 1 67 公里
,

震中距离小于 50 公里的

占72
.

3%
。

根据这 39 次地震的初动资料
,

采用上半球投影做

出的灵武地震台小地震断层面综合解如图 3 所示
。

这个结果

实际上代表以灵武地震台为 中心以 50 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的

应力场
。

4
.

固原地震台所在地区的应力场 固原地震 台 建 立 于

1 9 6 5年
, 1 9 7 。年又进行 了改造

,

该台位于 固原县城附近 ( 北

纬 3 6
0

0 0` 4 2
` ,

东经 1 0 6
0

1 6` 5 4 “
)

,

使用的 6 4型熏烟地震仪
,

放大倍数为一万倍
。

1 9 74 一 1 9 7 8年间该台记录到 52 个 P 波初

动清晰并且能够确定震 中座标的地震
,

最大震级 为 4
.

6 ,

最

小震级为 1
.

8
,

震中距最远的 1 80 公里
,

最近的 1 8
.

3公里
,

其

中震中距离小于 80 公里的地震占83 %
。

用上半球投影得到小震断层面综合解如下 (见图 4 ) :

节面 A走向
: 1 1 6

。

倾向 : 2 6’ 倾角
:
8 0

。

节面 B 走向
:
3 0

0

倾向
:

21 9
0

倾角
:
70

.

X 轴方位 : 1 1 0
.

仰角 : 2 0
。

y轴方位
:
2 6

.

仰角 : 20
.

P轴方位
:
7 2’ 仰角

:

21
。

T轴方位
: 16 4

.

仰角
: 7 。

N轴方位
:
2 6 8

0

仰 角
: 6 7。

图 4 固原小震断层面综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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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结果实际上可 以代表以固原地震台为中心
,

以 80 公里为半径区域内的应力场
。

一

5
. :

海原地震台所在
、

地区的应力场 海原地震台设在海原县城南偏西方 向
,

摆 房距 县 城

9公里
。

该台 1 97 理一 1 97 9年记录到 4 9次 P波初动清楚并且能够确定震中位置的地震
,

最 大 震

级为 4 一5
,

最小震级为 工
,

o6 震中距离最远的为 2 10 公里
,

最近的为 10 公里
。 `

其中震中距 离小

于 8 0公里的占64 %
,

能够确定震源深度的地震 占60 %
,

无法确定深度的地震一律采用20 公里

( 该地区的优势震源深度 )
。

利用这 4只次地震资料
,

求得的海原地区小震断层面综合解 ( 采

用上半球投影 ) 见图 5
。

上述结果实际代表以海原台为圆心
,

以召O公里为半径区 域 的 应 力

场
。

一 「

6
.

西吉地震台所在地区
一

的应力场 西吉地震台位于西吉县城东南 角 ( 北 纬 35
“

5 7, 42
“ ,

东径 10 50 4 4`
17

“
)

_

,
卜 .

地 震 仪放大倍 数 为 5 千倍
。

该台 1 9 7 5一 1 9 7 8年共记录到 P波初动清 楚

并且能够确定震中位置的地震4。次
。

最大震级 4
.

4 ,

最小震级 1
.

6 ,

震 中距离最远的为 2 14 公

里
,

最近的为 17
.

5公里
,

其中小于 1 00 公里的地震 占80 %
。

采用上半球投影
,

做出的西 吉 台

小震断层面综合解见图 6
。

7
.

中卫地震台所在地区的应力场 中卫地震台建于 1 9 7。年
,

位于 中卫县黄河 以南常乐公

社附近 ( 北纬 37
0

27
`
O0’’

,

东经 1 05
0

07
` ’

0 0“
)

。

由于该地区近几年来地震次数较少
,

所以中卫

地震台从 1 9 7 4年至 1 9 7 8年只记到 51 次 P波初动清楚并且可以确定震中位置的 地 震
,

其中最大

震级 4
.

4级
,

震中距离小子 1 7 0公里的地震占72 %
。 ·

根据这些资料
,

求得的该地 区小震断层面

综合解见 图 7
。

图 5 图 6 图 7

海原小震断层面综合解

节 面A走 向
:

n o
.

倾向
:

2 0’ 倾角
.
8 00

节面 B走 向
: 2 5

0

倾向
.

1 1 5
0

倾角
:
7 0 。

X轴方位
:
1 1 5

0 `

仰角
:
2 0

0

y 轴方位
:
2 0 0

仰角
: 10 0

P轴方位
:
6 7’ 仰角

:

21
.

T袖方位
:
15 9’ 仰角

: 7 .

N轴方位
: 2 6 50 一 仰角

,

百7’

西吉小震断层面综合解

节面 A走 向
:
1 4 1

。

倾向尽2 3 1 .

倾角
:
5 0

。

节面 B走向
:
4 2

。

倾向 1 3 2
.

倾角
:

80
.

X轴方位
:
1 3 3

.

仰角
:
1 0’

y 轴方位
:
2 32

。

仰角
:
4 00

P轴方位
:
2 7 7

。

仰角
:
1 9

0

T 轴方位
:
1 7犷 仰角

:
3 5’

N抽方位
: 3 1

.

仰兔
.
4 8

.

中卫小震断层面综合解

节面人走向
:
1 2 3

。

倾 向
:

2 1 3
。

倾角
。

70
.

节面 B走向
:

21
.

倾 向
:

1 1 1
’

倾角
:
6 0’

x 轴方位
:
1 2 1

0

仰角
:
3 0二

y轴方位
:
2 1 4 .

仰角
:
2 0

)

P轴方位飞l 6 5’ 仰角
:

37

T 轴方位 : 7 00 仰角
:
6

.

N轴方位 : 3 3 10 仰角
:

52
.

一 `

结果表明
,

中卫地区的小区域应力场 与宁夏北部银川平原和南部的西海固地 区都不一样
。

这一方 面
一

表 现 在它
一

的最大主压应力方 向为 1 65
“ ,

另方面还表现在主压应力与水平面的夹角

比较大、
.

从历史强震资料分析
,

’

17 0 9年中卫 7 若级地震的内圈等震线长轴方向是 近 东 西 向

的
, 厂与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强震等震线长轴方位相差也比较大

。

由于内圈等震线的长轴方 向

受发震构造走向和震时破裂方式的影响
,

所以推测该次地震的发震构造也是近东西向的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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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与地质资料提供的结果相吻合
。

据 1 9 72年宁夏地震区划小组的工作成果
,

展布在中卫
、

中宁一带的宁卫北山构造就是近东西 向的
。

再结合近十几年来的弱震活动情况来看
,
一

宁夏地

震活动的分区性特别 明显
,

银川平原与西海固地区是宁夏的两个主要地震区
,

它们的发震构

造走向
、

区域应力场
、

地震活动强度与频度等都不相同
,

而 中卫
、

中宁地带则为宁夏南北两

地震区的过渡地带
。

.

尽管有人对用小震综合断层解代替区域应力场提出了异议
,

但是考虑到地壳结构的不均

匀和目前观测水平等情况
,

.

至少作为定性的讨论 问题还是可以的
。

综合上述七个地 区的小震

断层面综合解
,

我们可以看到
,

宁夏北部地区的主压应力方向是以北北东方 向为主的
,

这与

1 9 7 6年巴音木仁 6
.

2级地震的震源机制结果也是一致的〔 8 〕。

宁夏南部地区的主压应力方向则

向东偏转
,

以北东东方 向占优势
。

处于
.

中间地带的中卫
、

中宁地 区的主压应力近 乎 南 北方
向

。

但是
,

它们的仰角都比较小
,

反映出宁夏地区的应力场以水平方向的压力为
_

主
。

这 与我

国整个华北地 区的应力场格局也是相类似的〔 4 一 8 〕 。

二
、

大地测量资料

七十年代 以来
,

原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大队地震测量队 ( 现国家地震局第二测量队 ) 在

宁夏先后开展了基线和水准形变测量工作
。

根据他们的测量成果
,

基线测量最大缩短方 向和

三角网计算边的最大缩短方 向都以北东— 南西方向占优势
,

反映出本区地壳主 要 受 北 东

— 南西方向的挤压力作用
。

其中部分测量成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宁夏及邻区三角网计算边的最大缩短方 向 表 1

3 9
0
4 2

,
N

3 9
0
2 6

尹

N

3 9
0
3 5尹N

3 9 0
16

产

N

3 8
0
3 8

产

N

3 9
. 1 5产 N

3 7 “
2 3

产

N

3 6
0
4 0

尹

N

3 6
.
0 3

产

N

3 6
0

5 7
产

N

3 5
”
3 3尹 N

3 5
0

5 4
尹

N

3 4
.

3 5
产

N

10 7
.
D2 ,

E

1 0 6
0
5 1尸 E

10 6
0
3 6 ,

E

10 6
“
3 6 ,

E

1 0 5 .
58

尹

E

10 6
0
4 6

尹

E

1 05
“ 12

,
E

10 5
“ 1 9

尹

E

1 0 6
.
0 4 尸 E

10 4
0
4 2

尹

E

1 0 5
.
4 0

产

E

10 6
0
4 8

尹

E

10 7 0
5 5 ,

E

1 9 7 1一 1 9 7 3

1 9 7 1一 1 9 7 3

19 7 1一 1 9 7 3

19 7 0一 1 9 7 6

19 7 0一 1 9 7 6

19 7 0一 1 9 7 6

19 7 1一 19 7 6

19 7 1一 1 9 7 7

19 7 1一 1 9 7 7

1 9 7 1一 1 9 7 6

19 7 1一 1 9 7 4

19 7 1we 1 9 7 7

19 7 1一 1 9 7 6

N 6 0
O

E

N 2 7 .

E

N 1 5
0

E

N 8
O

E

N 2 2
O

E

N 4 5
0

E

N 3 5
o

E

N 3〔
o

E

N 2 8
O

E

N 2 7
.

W

N 7 6
.

E

N 4 5
o

E

N 4 5
.

E

湾湾达关子山南原远池县宁山渤渤义口咀卫海 盐乌海正小石中干固靖静陇冯

…根据李玉龙同志的分析
,

上述测量结果显示出宁夏北部和南部地区有明显的 差 异甲〕 。

北部地区的最大压缩方向 以北东— 南西为 主
,

南部地区则以北东东— 南西西方向为主
。

这一特点与前述七个地区应力场特征是相吻合的
。

另外
,

根据原兰州地震大队地震测量队的水准复测结果
,

宁夏海原地区呈现出大面积的

隆起
。

这个隆起变化是以兰州市基准水准点作为固定不动点
,

其余点与它比较而得到的
。

隆

起与当地第四纪 以来的地形是相一致的
。

这说明由大地水准测量显示出的大面积隆起是带有

继承性质的
,

它继承了第四纪 以来的构造运动
。

1 9 2。年海原 8 士级大震的发生可能与这种隆

起作用有关
。

无论如何
,

隆起现象的存在证实了该区是以受压力作用为主的应力场
,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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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及邻区基线测最缩短方向 表 2

测 点 地 名 } 测 点 位 置
’

1 复 测 年 限 l 变化值 (m m )变 化 方 向 备 注

老 石 旦

(内蒙海渤湾 )

3 9
0
2 3 ,

N

10 6
0
5 1 , E

1 9 7 1一 1 9 73
一 3

。
9 0

+ 2
。
2 8

N 8
O

E

N 3 8
o 月

W

三个基 线方 向

克 沙 洞

( 内蒙海渤湾 )

3 9
0
4 5 ,

N

10 6
0
50 ,

E

19 7 1一 1 9 7 6
一 0

。

9 2

+ 1
。

2 1

N 8 0
0

W

N 3 7
.

E

六个墓线方向

正 义 关

( 石咀山 )

3 9
0
14

,
N

1 9 7 0一 1 9 7 6

N E E

N 6
.

E 三个基线方向
10 6

0 15 ,
E

1 。
0 3

2
。

6 2

1
。

9 9

* 。

万一…
.

… …一
+

.039

`

N E
一

…
1 9 7 1一 1 9 7 5

( 甘省民勤 )

一 0
。
1 1

一 1
。
0 3

N W W
N N E
N 6 8

0

E

千 盐 池

( 海 原 )

_

3 6

1 0 5

1 9 7 7一 1 9 7 8
一 0

。

49

一 0
。
9 7

N W

N 3 5
“

E

后 磨 河

( 固 原 )

1

::

0

4 0 ,
N

.
1 9

,

E

0
0 0

尹

N
0
14 ,

E

1 9 7 1一 1 9 78
一 2

。
2 8

一 0
。
9 8

N 5 8
O

E

N 3
o

E

受引张作用为主
。

与此同时
,

宁夏北部贺兰山东麓晚第四纪洪积扇裙
,

被北东
、

北北东向断

层切断
,

地貌上形成连续长达数公里的断层陡坎
。

明代长城 ( 距离 4 一 5百年 ) 被右旋走滑

正断层错开
,

水平错距达 1
.

4 5米
。

上述这些地貌特征及构造运动形迹也证明了前述应力场的

存在
。

ó一
。.场

三
、

宁夏地震的震源机制解

} o

石 O目山

}夕54 7
.

3 {

。
盐 池

中卫
。

六 的
5

.

1

! , 7 3
.

,
,

28

吸

根据宁夏
、

甘肃
、

陕西
、

内蒙四省区的地震

台网观测报告
,

我们处理了 12 次中强地震的震源

机
、

制
,

另外还借用 了国家地震局震源机制研究小

组处理的 4 次宁夏地震的结果 ( 见表 3 图 8 )
。

这 16 次地震的震源机制解一致表明
,

宁夏地区的

最大压应力方向是 以北东— 南西方 向 占优势

的
。

主压应力轴的仰角都比较小 ( 7 5%的小于 30

度 )
,

反映出宁夏地壳运动 以水 平 作 用 为主
。

另外
,

举世闻名的 1 9 2。年海原 8 士级大地震虽然

由于资料的限制
,

做不 出满意的震源机制解答
,

但是根据文献 〔 1。 〕的分析
,

该次大地震是沿北

西方向的断裂逆时针扭动的
,

受到的应该是北东

或北东东方向的主压应力
。

因为这次地震震级特

别大
,

所以由它确定的应力场其影响范围也应该

是很大的
。

根据日本浅田敏的观点可影响地壳几

百公里 , 还包括与此相应的深度
?

。

同
.

七

竖悔
。 原

{9 7夕
.

1
.

18

4
·

0
吩

固况

l , 73 5
.

1̀

小 8

镌(谧毕缴
如

`

砌
, ,

七
:;

·

, 。

隆得
。

。

净层

图 8 宁夏部分地震的节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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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 部 分 地 展 的 震 源 机 制 解 表 3

二…牛1 牛六…
年

、
月

、
日

}
纬 度

}
经 度

{
地 名

}
匡
下

共里匡
,

!

半{华
}
走向

1
倾 向

1
倾角

}
走 “

1
倾 “

}
倾角

{
方位

}
仰角

T 轴

一理卜
-

- - -
-

一

一 资
方位 }仰角

10“n别朽4150921356254931322285236146684920458381027013792633
卜阮陌|ó冲
`

卜日廿l旧vl|尸映匕注|ó口|日阵|冲厂日厂卜以|日吁
l叹广|11日以团

4195024158n3160128542245361509573894116115370735622515866

今曰,é,̀,自叮乙O自几乙

}s w } N w } 50

35叨4870“48“707554806082“70swSENWWSSE
`

swWS
E
WSNWNENNNEEENE忠咖

181074280560445
ù

1098128612

内J,口,曰介舀n舀11
1.孟,曰ù.1

份f六IJO甘八ORù
ù
n
ù

5n.八U舀bnUùXónù只ù亡Jló口内匕叮̀勺U工匕
J改
`

d
几ù匕O口几0OU

O口J任月才ù毖户aQ臼月了,几

,口,曰

7..50

…4…3尸a Jq工b:J
J马d
J月qA
J

东忠吉吉忠吉原原旗心原宁吉宁原川勤民吴西西吴西海固左同固永西永海银19 5 4
。

7
。
3 1

19 6 2
。 1 2

。 1 8

19 7 0
。

1 1
。
3 0

19 7 0
。

1 2
。

8

19 7 1
。

6
。

2 8

19 7 1
。

7
。
2 0

19 72
。

7
。

6

19 73
。

5
。
1 6

19 73
。 7 。

4

19 7 3
。

9
。

2 8

19 7 4
。

8
。 2 3

19 78
。

5
。

4

19 78
。

6
。
1 4

19 7 8
。

8
。

6

19 7 9
。

1
。

1 8

19 79
。

1 1
。

6

3 8
。

8
。

3 8
.

0
0

3 5
。

9
0

3 5
。

9
。

3 7
。

8
。

3 5
0

5 0
,

3 6
0
7

1

3 6
。

4 “

3 8
。
6

。

3 7
。
4

。

3 6
。

4 。

3 8
。 3 。

3 5
0

5 2
,

3 8
0

1
,

3 6
0
3 8

,

3 8
0

4
,

1 0 4
。

7
。

1 0 6
。

2
。

1 0 5
。

5 。

10 5
.

6
“

10 6
。
3

。

10 5
0

5 4 ,

10 5
。
3

。

10 6
。

4
。

10 4 0
9

,

10 6
。

2
。

10 6
。

3
0

10 6
.

2
。

1 0 5
0
3 8

,

10 6
0

2
,

1 0 5
0
2 7

,

10 6
。

2
0

4
。

5

4
。

5

4
。

3

4 。
4

4
。

3

4
。
0

4
。
6

N E

N E

S W

N W

S W

N E

N W

N W

E S

E S

E S

S W

E S

N W

N W

12546e75。10111213141615

四
、

讨 论

宁夏地处我国东
、

西两部分交接地带
,

我国大陆地壳埋藏深度在宁夏以东和以西变化很

大
。

因此
,

这里是地壳应力 集 中 的 地区
。

北部的银川平原地震区和南部的西海 固地震区都

是我国有名的地震区
,

现今地震活动仍然十分频繁
。

六盘山正处青藏高原块体东北角的拐弯

部位
,

这里巨厚的第三系和白垄系岩层遭受强烈的褶皱隆起
,

在小关山处见到白奎系地层 向

东推复到第三纪地层之上
,

这条断
`

裂在小关山为北北西方向展布
,

向西 呈弧形转为北西西并

与祁连山北缘大断裂相连
。

这样的构造形迹与上述大地水准测量结果证明
,

印度次大陆对欧

亚大陆的碰撞作用
,

通过青藏高原块体传递到宁夏
,

甚至还可能通过六盘山 褶皱带将应力从

青藏高原传递到鄂尔多斯块体和华北地区
。

同样来自太平洋方
一

向的推挤力也将通过鄂尔多斯

块体传递到宁夏地区
。

这两种力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宁夏地区的现今构造应力场
。

顺便指出 ; 印度次大陆在 向北推挤的过程 中
,

一方面造 成青藏高原地壳缩短变厚
,

六盘

山的强烈褶皱与大面积隆起 , 另 方 面 由 于青藏高原块体本身是一个西窄东宽的楔形
,

所以

在整体向北推挤的同时
,

还会产生 向东的侧 向滑动
。

况且因为青藏高原块体比四周地形 ( 尤

其是东部 ) 明显的高
,

所 以在重力作 用下
,

还会产生 自身的下滑运动
。

上述的侧向滑动和下

滑运动也会影响到宁夏地区的应力状态
。

( 本文 1 9 8 1年 2 月 2 日收到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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