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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尼雄矿田位于隆格尔 工布江达断隆带，是措勤 申扎铁铜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滚纠铁矿位于矿

田西北端，矿体主要产于花岗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与二叠系敌布错组的接触带及敌布错组层间破碎带中。矿区主

要金属矿物有磁铁矿、穆磁铁矿、赤铁矿、磁赤铁矿及少量的褐铁矿、针铁矿等，夕卡岩矿物有石榴石、透辉石、金云

母、蛇纹石、绿帘石、阳起石等，其中金云母与磁铁矿密切伴生，本文对其进行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和<%’>?!&’>同位素

测年。电子探针成分分析表明金云母富镁贫铁，1@／（A:B1@B1CB)D）介于%E&%!%E&<之间；金云母<%’>?!&’>
同位素测年获得总气体年龄（)4FG5G@:）为""$E!1G，与成矿相关的花岗闪长岩（""!E7H"E71G）和二长花岗岩

（""$E7H"E71G）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致，指示矿床形成于早白垩世晚期（""!1G）。与铁矿化时代不同，矿田内铜

矿化主要发生在晚白垩世早期（8=1G）。结合区域地质资料，认为滚纠铁矿的形成与班公湖 怒江洋壳的向南俯冲

关系密切，冈底斯陆壳和羌塘陆壳在约""!1G对接碰撞，已俯冲的班公湖 怒江洋壳在俯冲惯性和／或重力拖拽作

用下发生板片回转，导致软流圈地幔流体上涌，热的软流圈地幔流体携带的巨大热能引发岩石圈地幔和上覆地壳发

生部分熔融，形成以壳源为主的壳幔混源岩浆，在弧后拉张区上侵形成花岗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同时，遭遇下拉

组和敌布错组地层，与之发生接触交代作用并形成磁铁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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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地块夹持于北侧的班公湖 怒江碰撞结

合带和南侧的雅鲁藏布江碰撞结合带之间，是一条

近东西向长达NCCC;-、南北宽MCC!ECC;-的巨

型构造 火山岩浆岩带（潘桂棠等，NCCT），大地构造

位置上处于冈瓦纳大陆北部边缘，晚古生代以来强

烈的火山 岩浆活动和复杂的地质构造演化使其成

为研究青藏高原特提斯开启 闭合、构造隆升以及大

陆聚合与成矿等方面的金钥匙（‘’&%&*a%$$’5"&，

NCCC；尹 安，NCCM；杨 志 明 等，NCCb；潘 桂 棠 等，

NCCT；侯增谦等，NCCT%，NCCT/，NCCT1，NCCT*；a"0
%&*Q"";，NCCF；a"0!"#$c，NCCF；张 洪 瑞 等，

NCMC）。

尼雄矿田地处冈底斯中北部，距北部班公湖 怒

江缝合带约MbC;-，距南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MCC
;-，是措勤 申扎铁铜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尼雄矿田位于隆格尔 工布江达断隆带，北接措

勤 多瓦后陆拗陷带，南为南冈底斯带，以规模大、品

位高而著称（吴旭铃等，NCCb；胡为正等，NCCT；曹圣

华等，NCCW；袁健芽等，NCCV）。区内主要出露的地层

为上石炭统永珠组和中上二叠统海相地层（拉嘎组、

昂杰组、下拉组、敌布错组）。区内燕山期岩浆活动

强烈，受区域ZdDZdd构造影响，呈串珠状侵入于

中上二叠统海相地层中，接触带是成矿的有利部位。

尼雄矿田长约BC;-，宽约MC;-，包括滚纠、阿

木弄、沙松南和毛加崃磁铁矿床及日阿铜矿床，整体

研究程度相对较低。它的形成是与班公湖 怒江洋

向南俯冲有关，还是受雅鲁藏布江洋的控制，抑或是

两者联合控制，还存在较大争议（吴旭铃等，NCCb；

曲晓明等，NCCT；辛洪波等，NCCT，NCCW；曹圣华等，

NCCW；张晓倩等，NCMC；于玉帅等，NCMM，NCMN）。精

确厘定矿床的成矿年龄不仅是矿床学的研究基础，

也是构建合理矿床模型的关键。本文对尼雄矿田滚

纠铁矿与磁铁矿紧密伴生的金云母进行了精细的矿

物学研究和BC@$DEF@$快中子活化法测年，厘定矿床

形成时限，为矿床研究提供精细的年代学资料。

M 矿床地质概况

*c* 矿区地质

滚纠铁矿出露地层主要有下石炭统—上二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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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嘎组!"#$%!）、中二叠统碳酸盐岩（下拉组$""）、

晚二叠统碎屑岩（敌布错组$&#）和第四系（’）松散

堆积物（图%），其中下拉组和敌布错组地层与成矿关

系密切。拉嘎组集中分布在矿区东北部，呈()向

展布，与敌布错组呈断层接触，与二长花岗岩成侵入

接触，岩性以灰、青灰色砂岩、杂砂岩为主。矿区下

拉组呈()向展布，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与敌布错组

呈断层接触，与二长花岗岩呈侵入接触，可分为上下

两部分，下部为含生物碎屑微晶灰岩、生物碎屑（微

晶）灰岩夹瘤状（内碎屑）灰岩，上部浅灰色含灰质粉

晶白云岩夹生物碎屑灰岩、菱铁矿灰岩和含鲕状赤

铁矿灰岩。敌布错组呈(*向展布，与下拉组、拉嘎

组呈断层接触，与岩体呈侵入接触，岩性为含砾长石

砂岩、含鲕状赤铁矿长石石英砂岩、含炭岩屑砂岩与

黑色含炭泥质粉砂岩、含炭粉砂质泥岩互层，上部夹

深灰色微晶灰岩。

图% 滚纠铁矿地质简图（据于玉帅等，"+%%）

,-./% 012345.2676.-48798:6;352<=>?-=-@6>A2:6B-3（8;32@C=C=B5=8-$%&!/，"+%%）

矿区主要发育断裂构造、接触带构造以及层间

滑动面构造，断裂以())、()向为主。接触带附

近蚀变强烈，具有明显的角岩化、大理岩化和夕卡岩

化，是透镜状、脉状矿体赋存的主要部位；层间破碎带

则是似层状矿体及矿体群产出的主要部位。矿区岩

浆活动强烈，侵入岩体呈())向串珠状分布，主要

岩性有中细粒黑云花岗闪长岩、中细粒黑云二长花岗

岩、细粒斑状花岗岩及少量酸性岩脉。其中，中细粒

黑云花岗闪长岩和中细粒黑云二长花岗岩分布范围

广，侵入于下拉组、敌布错组地层中，发生广泛的接触

交代作用，形成宽窄不等的夕卡岩带，铁矿体呈())
向产于夕卡岩带内及敌布错和下拉组地层中。

!/" 矿体特征

在已圈定矿体中，滚纠铁矿有,2%、,2"、,2&、

,2D、,2"E等主要矿体，主要赋存在中酸性侵入岩与

围岩地层的接触带，少量产于围岩层间破碎带，矿体

规模大，且向深部延伸较大。其中，,2"号矿体长约

FE++9，主体赋存于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与敌

布错组的接触界带（图"），仅西北端铁矿体产于敌布

错组层间破碎带中。矿体呈似层状，宽脉状，走向

())#()，倾向((*#(*，倾角D+G!H+G，矿体厚度

"IH!FFID9，平 均%HIE9。,2"E号 矿 体 长 约%
19，矿体赋存于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与敌布错

组接 触 带 及 敌 布 错 组 层 间 破 碎 带 中。矿 体 走 向

())，倾向(**，倾角&+G!D+G，似层状，宽脉状。

钻孔JK%+H+"揭示矿体为多层复式矿体，累计厚度

D+IH!DFI%9，单层厚一般"I%!"+I"9，最大厚度

E"I%9。夹石厚"!%"9，控制延深大于"L+9。

&MF第D期 于玉帅等：西藏措勤尼雄矿田滚纠铁矿金云母矿物学特征及E+N@#&LN@年代学

 
 

 
 

 
 

 
 

 
 

 
 

 
 

 
 

 
 

 

 

 

 

 

 

 

  

 
 

 



图! 滚纠铁矿"#!号矿体地质剖面图（据江西省地质调查院，!$$%!修改）

"&’(! )#*+*’&,-+.#,/&*0*1"#!*2#3*45&0/6#)708&7&2*04#9*.&/（-1/#2:&-0’;&<0./&/7/#*1)#*+*’&,-+=72>#5，!$$%）

!(" 矿物特征

滚纠铁矿矿石矿物组合较为复杂，主要矿石矿

物有磁铁矿、穆磁铁矿、赤铁矿、磁赤铁矿及少量褐

铁矿、针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石榴石、透辉石、金

云母、蛇纹石、绿帘石、阳起石、绿泥石、石英、方解石

等，此外还见有少量的硫化物黄铁矿和黄铜矿等。

矿石构造以致密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浸染状构造

为主，少量条带状构造、细脉状构造、稠密浸染状构

造、皮壳状构造等。矿石结构主要有它形 半自形

自形粒状结构、残余鲕状结构，粒状变晶结构、交代

残余结构、变余结构、片状结构等。

! 分析测试方法

金云母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在东华理工大学核资

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进行，分析仪器型号是

电子探针:?@ABC$$、能谱仪<0,-D0#2’5，加速电压

CEF$GH，电子束斑!"I，探针束流!$0@。

金云母J$@2AKL@2快中子活化法测年在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2A@2年代学实验室完成，其具

体实验流程如下：

选纯度!LLM金云母用超声波清洗，洗过程中

要注意清洗液的选择和严格控制时间。一般先用经

过两次亚沸蒸馏净化的纯净水 清 洗K次，每 次K
I&0，在此过程中金云母表面和解理缝中在天然状态

下和碎样过程中吸附的粉末和杂质被清除。然后在

丙酮中清洗两次，每次KI&0，以清除金云母表面吸

附的油污等有机物质。

清洗后的金云母样品被封进石英瓶中送核反应

堆中接受中子照射。照射工作是在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的“游泳池堆”中进行的，使用NJ孔道，中子流

密度约为OFKPC$C!0／,I!·.。照射总时间为K$$$
I&0，积分中子通量为CFCKPC$CB0／,I!；同期接受中

子照射的还有用作监控样的标准样：QNRA!E黑云母标

样，其标准年龄为CK!F%SCF!T-，U含量为%FOM。

金云母样品阶段升温加热使用电子轰击炉，每

个阶段加热K$I&0，净化K$I&0。质谱分析在TTA
C!$$N质谱计上进行，每个峰值均采集B组数据。

所有数据在回归到时间零点值后再进行质量歧视校

正、大气氩校正、空白校正和干扰元素同位素校正。

系统空白水平：I／#VJ$、KL、K%、KO时分别小于OP
C$WCEI*+、JPC$WCOI*+、BPC$WC%I*+和!PC$WC%

I*+。中子照射过程中产生的干扰同位素校正系数

通过分析照射过的U!=XJ和Y-"!来获得，其值为：

（KO@2／K%@2*）Y-V$($$$!KBL，（J$@2／KL@2）U V
$($$J%B!，（KL@2／K%@2*）Y-V$($$$B$O。K%@2经过放

射性衰变校正；J$U衰变常数#VEFEJKPC$WC$／-。

详细实验流程见陈文等（!$$O）和张彦等（!$$O）。

K 测试结果

"(! 金云母矿物学特征

滚纠铁矿金云母手标本呈浅黄绿色，自形程度

较高，多呈假六方板状（图K-），在夕卡岩化角岩中分

布广泛（图K3），磁铁矿中可见团块状、鳞片状集合体

（图K-）。单片光镜下金云母呈无色、灰白色、浅黄

色，弱多色性，正低突起（图K,）；正交镜下干涉色较

高，可达鲜艳的三级蓝（图K4），矿物形成顺序上，金

云母较磁铁矿早，见有早期形成的金云母被磁铁矿

穿切（图K,、K4、K#）。电子探针成分分析显示（表C），

!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西藏措勤县尼雄铁矿勘查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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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金云母!"#$含量变化范围是%&’(%)!*+’*,)，

平均*(’(-)；./$#% 含 量 变 化 范 围 是+*’$0)!
+&’-,)，平均+1’$&)；23#含量变化范围是%’(1)
!*’*()，平 均%’-1)；45# 含 量 变 化 范 围 是

$%’01)!$&’0$)，平均$-’$$)；6$#含量变化范围

是0’$&)!+$’,,)，平均+(’11)；多数样品含2，2
含量(’((()!(’&-1)。镁度45／（237457487
9"）在(’,(!(’,*之间，平均(’,$。在云母矿物分类

图（图*）所有样品都落在金云母区域内。

图* 滚纠铁矿云母分类图解（据2:;<3=，+,1(）

2"5>* ?/@;;"A"B@<":8:AC"B@A=:C<D3EF8G"F"=:8
H3I:;"<（@A<3=2:;<3=，+,1(）

!"# 金云母$%&’(!)&’年代学

对滚纠铁矿与磁铁矿伴生的金云母在&((!
+*((J温度区间内进行了+$个阶段逐步加热，其具

体分析结果列于表$。在最初&((!,((J的*个加

热阶 段 获 得 的 表 面 年 龄 值 较 小 且 变 化 范 围 较 大

（$*’,!++$’+ 4@），%,.=累 积 析 出 量 低（ 仅 为

&’1()），这可能是受核反冲和／或测量误差等因素

所致（王松山，+,01），也可能反映矿物边缘.=丢失

或晶格缺陷造成的（邱华宁等，+,,&）。,((!+(*(J
范围内，%,.=析出量为$,’0*)，表面年龄为++,’*
!+$(’&4@；+(*(!+(0(J温度段得到%,.=析出量

为$$’+,)，表面年龄++1’$4@；+(0(!+$*(J温

度区间内，%,.=的析出量为%,’&*)，获得的表面年

龄为+(,’$!++*’$4@；+$*(!+*((J范围内%,.=
析出量为(’1%)，表面年龄-1’*4@。在计算.=坪

年龄时，一般要求至少有%个连续的加热阶段表面

年龄相差较小且%,.=析出量超过-()，本次分析得

到数据多数温度段表面年龄较为分散，表面年龄相

差小的连续%个加热阶段%,.=析出量小于-()，未

能计算得到坪年龄（图-）。陈文等（$(++）指出在没

有坪 年 龄 的 情 况 下，可 以 结 合 总 气 体 年 龄（9:<@/
@53）与实际地质资料来讨论地质问题，此时的总气

体年龄相当于一次全熔.=K.=或6K.=年龄。本次

分析获得的+$个加热阶段总气体年龄为++$’%4@。

* 讨论

$>* 矿床形成时代

云母类矿物是*(.=K%,.=测年的最理想矿物之

一（陈文等，$(++）。一般来说，云母类矿物的 *(.=K
%,.=年龄记录的是其冷却年龄，即矿物形成最小年

龄（#L38，+,00；!3/MN!"#$>，$(($），也可能是后期

热事件影响时间（陈文等，$(++）。本次测试所用金

云母是矿床最发育的夕卡岩矿物之一，与磁铁矿密

切伴生，结晶沉淀时间稍早于磁铁矿（图%B，H，3）。

金云母样品*(.=K%,.=同位素测年未得到坪年龄值，

只得到了++$’%4@的总气体年龄（9:<@/@53）。金

云母的.=同位素体系的封闭温度约为*((!*0(J
（E"/3<<"@8H9F//";，+,&&），矿区磁铁矿的沉淀也主要

发生在约%-(O?氧化物阶段（未刊资料），因此分析

得到的金云母总气体年龄++$’%4@，应该是金云母

形成的最小年龄，即磁铁矿开始沉淀的时间。于玉

帅等（$(++）获得滚纠矿区与成矿相关的二长花岗岩

和花岗闪长岩P.KQ?RK4!锆石SKRM年龄分别为

++$’1T+’14@和++%’1T+’14@，与本次金云母测

年结果吻合程度极高，证明本次分析数据是可靠的，

且金云母形成后未受后期热事件影响，++$’%4@大

致代表了矿床的形成时间。

尼雄矿田以夕卡岩型铁 铜矿化为主。其中，铁

矿化以滚纠磁铁矿床为代表，矿体主要产于早白垩

世晚期中酸性侵入体（二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约

++%4@，于玉帅等，$(++）与二叠系地层（下拉组和敌

布错组）接触带的夕卡岩或夕卡岩化大理岩中及围

岩地层（敌布错组）的层间破碎带中。与磁铁矿密切

伴生的金云母*(.=K%,.=总气体年龄为++$’%4@，与

岩体侵入年龄基本相同，指示尼雄矿田铁矿化发生

于早白垩世晚期。以日阿铜矿为代表的铜矿化同样

产于中酸性侵入体（斑状花岗岩）和二叠纪地层（下

拉组）接触带的夕卡岩或夕卡岩化大理岩中，部分产

于下拉组层间破碎带中，少量矿化与基性辉绿玢岩

脉有关（曲晓明等，$((1；辛洪波等，$((1，$((&），矿

区 斑状花岗岩P.KQ?RK4!锆石SKRM年龄为0,’,

101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表! 滚纠铁矿金云母"#$%&’($%测年结果

)*+,-! "#$%&’($%./0102.3*4-*5*,6/-/0728,0402.1-7%0918-:;5<.;.%0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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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5#*-" -5*"*" #54646 454# *5-&*) #5#6 #5-+ )*5# 44
+## +45*4+6 #54*-# #5#"&# #5#*)4 &5-+ 45)&4’ #5)6 45*" 4"5’ #5’*
+6# 665"4#& #5-)-’ #5#### #5#6)# -&5)6 *56)&* #566 "5’4 *#5) -5"
’## 445+-+4 #5#&)- #5#### #5#&&) 6&54* -45-66- #5)+ *5)# --45- -5"
’)# -65’"6’ #5##’* #5##64 #5#4*& +45#4 -&5#*’ 45-* -)5-& -4#5" -54
-### -"5-*’+ #5##&) #5#### #5#46) ’456" -&5-44& 454& 4"5++ -4#5* -54
-#"# -&56’’4 #5##4- #5##++ #5#46# ’65&) -45’)+6 &54 &*5"" --’5" -54
-#+# -&5#6&- #5##-6 #5#-++ #5#4"6 ’)5)* -45)-+4 65)" 6’5)& --)54 -5-
--4# -45+)4- #5##-) #5#&&" #5#4"6 ’)54’ -45&+6" "5*) *+5&) --"54 -5-
--+# -45+--* #5##-+ #5#4*& #5#4"" ’65*) -454)++ "54- ’"5’4 --&5- -5-
-4"# -45+’&+ #5##&* #54’’4 #5#464 ’-5*- --5+4*6 -5-& ’’5&* -#’54 -5&
-"## -)5&64" #5#&*# +56&+# #5#&#’ &)5+# )5#6’- #5-) -## 6)5+ &5"

注：表中下标(代表样品中测定的同位素比值，"7"#$%!／&’$%，是放射成因"#$%!／&’$%比值。

图6 滚纠铁矿金云母"#$%8&’$%年龄谱图

9:;56 "#$%8&’$%2;<=><?@%A(B/%>C0/;/>:@<
B%/(@C<DAEF:A:%/EG<>/=:@

3-H)12（未刊资料），辉绿玢岩脉的锆石IJKL1M
N8MO年龄为+*H43-H)12（曲晓明等，4##)），辛洪

波等（4##)）测得矿区的金云母"#$%8&’$%坪年龄为

+*H)’3#H)"12，等时线年龄为+*H-3-H&12，与

矿区斑状花岗岩和基性岩脉形成时代在误差范围内

一致，表明铜矿化与岩体侵入时代基本相同，指示晚

白垩世早期岩浆侵入是导致铜矿化的必要条件。由

此可见，尼雄矿田铁、铜矿化作用并非同时发生，而

是存在早白垩世晚期（--&12）的铁矿化和晚白垩世

早期（+*12）铜矿化两个独立的矿化阶段。

"5! 矿床成因

滚纠铁矿二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与矿区北部

达雄含闪长质包体的花岗闪长岩同是冈底斯则弄火

山岩浆弧晚期阶段岩浆侵入的产物，形成于弧后伸

展的大地构造背景下，具有岛弧岩浆和壳幔混源的

特点（周长勇等，4##+；张晓倩等，4#-#；PCA#!$%5，

4#--；于玉帅等，4#--）。它记录了冈底斯中北部白

垩纪火山活动的重要信息，其成因对揭示冈底斯构

造 岩浆演化具重要意义。研究表明，雅鲁藏布江洋

壳约在白垩纪开始向冈底斯地块陡深俯冲（Q:E;#!
$%5，4##&），)612左右才发生陆陆碰撞（莫宣学等，

4##&；侯增谦等，4##)2；J/A2EGR//S，4##’），因此，

早白垩世晚期不可能提供冈底斯中北部白垩纪火山

活动所需的碰撞后伸展的构造条件。此外，早白垩

世晚期日喀则弧前盆地的发育表明雅鲁藏布江洋壳

由陡深俯冲转向平缓俯冲，而俯冲板片前缘是否能

够到达措勤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于玉帅等，4#--）。

多数研究者认为早白垩纪晚期的羌塘陆壳已与冈底

斯陆壳开始对接碰撞（T2>>#!$%5，4##&；潘桂棠等，

4##)；朱弟成等，4##’；PCA#!$%5，4##’，4#--；曲晓

明等，4#-4），受冈底斯陆壳阻力的影响，班公湖 怒

江洋壳的俯冲速度必然会大幅降低，在俯冲惯性和／

或重力拖拽作用下，已俯冲的洋壳发生回转，软流圈

物质上涌，热的软流圈物质在上涌过程中引发岩石

圈地幔和上覆地壳部分熔融，形成壳幔混源岩浆，于

则弄火山岩浆弧南侧的弧后拉张区上侵，侵位结晶

过程中遭遇富含R2、1;的二叠纪海相地层（下拉组

和敌布错组灰岩、白云质灰岩等），与之进行成分交

换，发生广泛的接触交代作用，形成丰富的夕卡岩矿

物和磁铁矿的大规模沉淀。

*+)第6期 于玉帅等：西藏措勤尼雄矿田滚纠铁矿金云母矿物学特征及"#$%8&’$%年代学

 
 

 
 

 
 

 
 

 
 

 
 

 
 

 
 

 
 

 

 

 

 

 

 

 

  

 
 

 



! 结论

（"）滚纠铁矿与磁铁矿伴生的金云母总气体年

龄为""#$%&’，与成矿岩体年龄（""#$()"$(&’和

""%$()"$(&’）几乎一致，代表了矿床的形成时间。

（#）尼雄矿田存在铁、铜两个矿化阶段，即早白

垩世晚期（约""%&’）以滚纠磁铁矿床为代表的铁

矿化阶段和晚白垩世早期（约*+&’）以日阿铜矿为

代表的铜矿化阶段。

（%）滚纠铁矿的形成可能与雅鲁藏布江洋壳向

北俯冲无关，而是班公湖 怒江洋壳向南俯冲的结

果。

致谢 野外工作得到江西省地质调查院胡为

正、曹圣华、黄建村、黄俊平等高级工程师，王卓、钱

正江、杜昌法等助理工程师的支持和帮助，电子探针

分析在东华理工大学郭国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0%1./测年由地质研究所./0./年代学实验室陈文

研究员和张彦研究员完成，审稿专家细致地审阅并

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为文本的定稿做出巨大贡

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2’34567859’，:;<6=6;，>9?5378@567，!"#$A#--+A&6B’CC3867;D

’7E863C38;D’CD5’/’DB6/;FB;DF3GB56H;I;378F9J6/C’/86K’876B;B6E6L

J3F;B;7M’78E6F6，N;O6B［P］AM63B6DB37;D’6B&6B’CC3867;’，%"（%）：

%#*!%%!（;725;76F6=;B5Q78C;F5’OFB/’DB）A

2567R67，R’7>9F5678，:;S9’T;7，!"#$A#-""AUF3B3J6863D5/373CL

38V：N6D57;T96’7E’JJC;D’B;37［P］A.DB’M63C38;D’4;7;D’，*!（""）：

"1"+!"1,+（;725;76F6=;B5Q78C;F5’OFB/’DB）A

2567R67，?5’78>’7，?5’78>96T;’3，!"#$A#--(A:’B62673@3;D

6J;F3E;D9JC;GB;78;7F39B56’FB6/7J’/B3GB56N;O6B’7JC’B6’9：QW;L

E67D6G/3K./0./B56/K3D5/373C38V［P］A.DB’X6B/3C38;D’4;7;D’，##

（,）：*(+!*+#（;725;76F6=;B5Q78C;F5’OFB/’DB）A

<;78:;7，Y’JJX，?5378<’C’;，!"#$A#--%A2673@3;DW3CD’7;FK;7N;L

O6B：QW;E67D6G3/’B/’7F;B;37G/3K3D6’7;DB3D37B;767B’CF9OE9DB;37

［P］AP39/7’C3GX6B/3C38V，,,："*%!!"*(!A

Z3FB6/&<A"1(-AU7B6/J/6B’B;373GB56D3KJ3F;B;373GB/;3DB’56E/’CK;L

D’F［P］A[A4AM63CA49/6V，X/3GAX’J6/，%!,：""!,1A

M;C6BB;\P’7EN9CC;FPA"1++A4B9E;6F;7E;GG9F;37：X/6FF9/6E6J67E67D6

3G./E;GG9F;37;7J5C383J;B6K;D’［P］AQ’/B5XC’76BA4D;A:6BBA，

%!："*-!"*%A

S39?678T;’7’7E233]H;86CA#--1A&6B’CC38676F;F3GB56N;O6B’723CL

C;F;37’Ĉ /3867：./6W;6=’7E;7B/3E9DB;37B3B56FJ6D;’C;FF96［P］A

/̂6M63C38V_6W;6=F，%(："!#*A

S39?678T;’7，&3‘9’7I96，>’78?5;K;78，!"#$A#--(’A&6B’CC3867L

6F;F;7B56N;O6B’7D3CC;F;373/3867;DO6CB：N6DB37;DF6BB;78，K6B’CC3L

867;D6J3D5’7EE6J3F;BBVJ6［P］AM63CA;725;7’，%%（#）：%,*!%!1

（;725;76F6=;B5Q78C;F5’OFB/’DB）A

S39?678T;’7，X’7M9;B’78，R’78.7a;’7，!"#$A#--(DAN56N;O6B’7

D3CC;F;37’C3/3867;DO6CB：UUA&6B’CC38676F;F;7C’B60D3CC;F;37’C6J3D5

［P］A&;76/’C<6J3F;BF，#!（!）：%%+!%!*（;725;76F6=;B5Q78C;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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