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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多金属矿床金银赋存状态及

银矿物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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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吉矿区是以热液型铅锌铜为主的多金属矿床，工程样化验结果显示，各类矿石均含有高品位的银，可以独

立划分银矿体。岩矿显微鉴定、<*0／*=<及*)0&分析结果表明，矿区中的)>、?@和’A主要以方铅矿、闪锌矿、黄

铜矿形式存在，银与这些硫化物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对数十个典型矿石光薄片进行了研究，发现矿区多数铅锌铜矿

石中金、银主要以类质同像形式存在于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黄铁矿等硫化物中，金、银含量分别达$B$!C!
$B%DC和$B$#C!!C。而热液脉型铅锌矿石中的银主要以两种独立银矿物（硫锑铜银矿和银锑黝铜矿）的形式，在

方铅矿之中呈粒状、短柱状、叶片状、树枝状、不规则状发育，单颗粒粒度多在"$!;$"E之间，少数可达"$$"E，集

合体粒度可达#$$"E。另外这两种独立银矿物之中还存在类质同像形式的金，据统计，金、银含量分别达$B"7C!
$B!%C和"$B6:C!;6B"#C。因此，方铅矿为银独立矿物的主要载体之一，且富方铅矿的矿石中更容易发现独立银

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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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多金属矿床位于浙西北地区，区内的天荒

坪“天下银坑”举国闻名，另外区内也有银坊、银山等

以银而命名的自然村，并见多处古银采坑。这些历

史记录显示，银曾是本研究区及附近的重要矿产资

源。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于?:9:年完成了对安吉

多金属矿的阶段性普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矿区基

础地质、矿化、蚀变等资料，已圈定出数条多金属矿

体。且普查过程中发现，除N/、K)、S+之外，74也是

重要成矿元素之一。但由于目前矿床地质研究还较

薄弱，对银在矿石中的赋存状态、银矿物的类型尚未

进行详细工作。本文在野外地质调研基础上，结合

工程样化验结果对银与硫化物依存关系进行探讨，

通过矿区主要矿石的岩矿相鉴定、PMO／MRP和MNH
O7等手段对矿区多金属矿石中银、金的赋存状态

进行研究，为银、金的综合回收提供依据。

9 区域及矿床地质概况

安吉多金属矿床位于钦杭成矿带东段北缘（杨

明桂等，9BBT），夹持于天目山、莫干山火山盆地之

间，大地构造上属扬子地块皖南 浙西地向斜（杨松

生，9BB9）。结合南京所?:9:年完成的阶段性普查#

及课题组多次踏勘的成果，矿区出露地层除第四系

外，主要为寒武系和奥陶系（图9/），区域上这些地层

之间均为整合接触，大致呈北西走向。其中，奥陶系

仅出露印渚埠组（U9!）粉砂质泥岩、泥岩；寒武系出

露的地层由老到新包括荷塘组（!9"）炭质、泥质、硅

质页岩，大陈岭组（!9#）灰岩，杨柳岗组（!?!）泥质

白云质灰岩、灰岩、硅质泥岩、炭质页岩，华严寺组

（!F"）灰岩、泥质白云质灰岩以及西阳山组（!F$）

白云质泥质灰岩、灰岩。矿区内主要发育F条断裂

构造带：叙石坞 俞家坞近MV向断裂带、港口 俞家

坞WV向断裂带和坞山关WM向断裂带。矿区出露

的燕山期岩浆岩主要为坞山关复式岩体，由花岗闪

长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和钾长花岗岩等多个岩基

岩株构成，另外还有辉绿岩、石英二长花岗斑岩、霏

细岩等岩脉。

矿区矿化类型多样，与银赋存相关的矿化形式

按赋矿围岩、矿化形态及矿物组合分为：矽卡岩型铁

铅锌铜矿化、大理岩或矽卡岩化大理岩型（碳酸盐交

代型）铅锌铜矿化和热液脉状充填型方铅矿（少量闪

锌矿）矿化。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细脉状、脉状 网脉

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等。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有方

铅矿、铁闪锌矿、闪锌矿、黄铜矿、磁铁矿、磁黄铁矿、

辉钼矿、黄铁矿，其次为斑铜矿、黑钨矿等。脉石矿

物主要有石榴石、绿帘石、透闪石、透辉石、方解石、

石英、绿泥石、蛇纹石、硅灰石。至于矿物组合，在大

理岩、矽卡岩化大理岩型矿化中常见的为方解石（

绿帘石）绿泥石 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铁矿（图?.），以

及铜矿化中的黄铜矿 斑铜矿（少量）方铅矿（少量）

闪锌矿（少量）组合（图?0）；在热液脉状充填型矿化

中为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铜矿 石英（图?!）；在杂岩体

中可见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铁矿组合（图?5）；在矽卡

岩型铁铅锌铜矿化中常见的组合为石榴石 磁铁矿

铁闪锌矿 方铅矿 黄铜矿（少量）（图?%）、石榴石 磁

铁矿 闪锌矿、石榴石 磁铁矿 磁黄铁矿 黄铜矿 闪

锌矿（少量）方铅矿（少量）、石榴石 绿帘石 闪锌矿

方铅矿 黄铁矿（图?/）。

矿区矿石结构有他形 半自形晶粒状结构、自形

晶粒状结构、填隙结构、交代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

（包括乳滴状结构和叶片状结构）、交代熔蚀结构、交

代残余结构、交错结构、包含结构等（图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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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钦杭成矿带东段矿点简图（"，据杨明桂等，!##$）和安吉矿区地质图（%，据王爱国等，&’!’!修绘）

()*+! ,)-./)0)12-".304516)75"7*-14"//3*17)8%1/4（"，"0419:"7*;)7**<)!"#$+，!##$）"72*13/3*)8"/-".30451
=7>)-)7)7*"91"（%，-32)0)12"0419?"7*=)*<3!"#$+，&’!’!）

!—第四系；&—印渚埠组；@—西阳山组；A—华严寺组；B—杨柳岗组；C—大陈岭组；$—荷塘组；D—花岗闪长岩；#—钾长花岗岩；

!’—花岗斑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辉绿岩脉；!@—石英正长斑岩脉；!A—环斑花岗岩脉；!B—硅化破碎带；!C—断层；

!$—矿化带；!D—采样位置

!—6<"4197"9E；&—:)7F5<%<(39-"4)37；@—G)E"7*H5"7(39-"4)37；A—I<"E"7H)(39-"4)37；B—:"7/)<*"7*(39-"4)37；C—J"8517/)7*(39-"K
4)37；$—I14"7*(39-"4)37；D—*9"732)39)41；#—-3E)41；!’—.39.5E9E*9"7)41；!!—%)34)41-37F37)4)8*9"7)41；!&—2)"%"H1；!@—L<"94FHE17M

)41；!A—9"."N"O)*9"7)41；!B—H)/)8)0)8"4)3709"84<91；!C—0"</4；!$—-)719"/)F"4)37；!D—H"-./)7*/38"4)37

& 矿区银与硫化物矿体依存关系研究

阶段性普查过程中，曾因银坊、相公坞古采坑含

大量石英脉而认为烟灰状、脉状石英中含银，但针对

石英脉的化学样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石英中并没有

发现够品位的银。后来，经多次野外踏勘在古采坑

中发现残余矽卡岩型铅锌矿石，说明银可能与矽卡

岩、大理岩铅锌铜矿化有关。据此，将银作为成矿元

素之一进行化学样分析，结果显示（表!），五庙桥@
个工程五PQBCM!、五PQ’$M!、五RS!BM&中以铅锌

矿体为主，银含量范围BAT$U!’VC"C!&T!U!’VC，

均值&D@TDU!’VC；观音堂矿段两个工程五QS!BM!、

五RS’BM!中 以 锌 矿 体 为 主，银 含 量 范 围C’TDU
!’VC"!&BT’U!’VC，均值在#’U!’VC左右；坞山关

矿段以铅锌为主的矿化体坞PQ$’M!、坞WP!#M&中

银含量也较高，均值在&’’U!’VC以上，而以黄铜矿

为主的矿化体坞PQB&M!中银含量均值也达!’’U
!’VC。故确认矿区银含量总体较高，一般已超过边

界品位（A’U!’VC），成为矿区继铅、锌、铜之外又一

重要的成矿元素。工程化验结果显示矿区各种矿化

类型的铅锌铜矿体均含丰富的银，而铅锌铜矿体中

金属矿物主要为方铅矿、黄铜矿、闪锌矿，故可以确

定银与方铅矿、黄铜矿、闪锌矿等硫化物有关，尤其

具高品位的铅、铅锌矿石一般具高品位的银。但是

银 在方铅矿、黄铜矿和闪锌矿中的具体赋存状态需

! 王爱国，贺菊瑞，唐燕文，等+&’!’+浙江省安吉县港口地区金多金属矿地质报告+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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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安吉矿区部分化学样"#$%&$’($)*含量分析结果

+,&-.! )(,-/012,-3.4#-0456"#$%&$’($)*25(0.(056
4,78-.4635709.)(:171(1(*,3.,

工程编号 样品编号 样长／!
化学样分析结果（品位）

"#／$ %&／$ ’(／$ )*／+,-.

五/’0.1+

五/’,21+

五%3+014

观’3+01+
观%3,01+

坞/’041+

坞/’2,1+

坞5/+614

坞/’..1+

72 +80, 9:,9 ,:04 .+4:+
7++ + 9:94 +:90 +;,:0
7+4 +:+ 9:,< +:4. +,<:2
7+9 + +:,+ ,:.9 0;:2
7+; +:,0 .:+, ,:2; ;0;:4
7+0 ,:6, 4:9; ,:;4 +.9:4
7< +:;; 0:,< +4:+0 902:+
76 +:;; +:;0 ++:2; 9<,:4
7+ +:2, 低值 .:+6 +40:,
70 +:;+ 低值 4:94 .,:<
74 +:4, ,:+, ,:,0 4:,2 ;<:;
79 +:9 ,:49 ,:,0 4:;9 +9<:6
7; +:+, ,:+, ,:,. +:04 +;,:6
79 +:4, <:4+ ;:<0 ,:;2 +6;:2
70 +:4, +2:09 4:.2 ,:<6 4+0:4
72 +:9, +<:22 +:64 ,:<, 44<:4
70 +:. 9:92 4:40 ,:,4 .2:;6

注：数据来自王爱国等（4,+,）!。化学样／工程样是按《固体矿产

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进行的刻槽、岩心采样，刻槽样宽度=厚

度通常为0>!=4>!"+,>!=9>!，岩心样为+?4劈样，岩心半

径也只有规定几种，这些指标不影响矿体研究，而样长决定矿体厚

度。分析结果均以比值表示，其中，铅锌铜以百分含量表示，金、银

含量以+,-.为单位，等同于@@!或克／吨。

要进一步研究。

针对工程化验结果，从上述工程点分别采集矿

石标本进行银赋存状态研究。光薄片显微镜岩矿相

分析在北京科技大学资源工程系进行，所用显微镜

型号为ABC!@(D574偏反两用显微镜，配以ABC!E
@(DF99,数码照相系统。通过岩、矿相学观察后，将

光薄片内目标矿物做好标识，并进行喷碳处理，为

GFH／FIG和F"H)分析作准备。

9 银矿物赋存状态研究

;:! 样品及分析测试方法概述

GFH／FIG测试实验主要在北京科技大学新金

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包括背散射扫描（5GF）

和元素能谱面扫描（J1KLC!L@@M&*），仪器型号 为

%FNGGFOA+<，光学系统参数：低真空背散射电子像

分辨率为;8,&!，最大放大倍数为+,,万倍，加速电

压4,,O"9,PO，+,O步进连续可调，探针电流范

围,80@)"0#)，连续可调，电子束气体路径长度!
4!!。J射线能谱仪探测器采用电制冷型及硅漂

移探头，有效探测面积"+,!!4，分辨率Q3L#..
RO，’3L#0.RO，其余#+99RO，工作电压为4,
PRO，探测元素范围为5（0）")!（60）。通过背散射

电子图像，对主要硫化物以及标识区的可疑矿物相，

用能谱查明其元素组成。

为定量了解银赋存状态以及对独立银矿物进行

了F"H)定量分析。F"H)分析实验在北京核地

院三所完成，所用仪器为日 本 生 产 的SFATSJ)1
<+,,。主要技术指标为发叉式钨灯丝，加速电压,"
9,PO，发射电流+,-."+,-+4)，放大倍数=;,"=
9,,,,,，元素探测范围05"64U，波普能量分辨率

+,RO，能谱能量分辨率+9.RO。

;:< 分析结果

9:4:+ 独立银矿物

本次测试在热液充填型方铅矿中发现了两种独

立银矿物。

（+）银锑黝铜矿

为银硫盐矿物，属银黝铜矿或含银黝铜矿族（黄

典豪，4,,,），该含银矿物成分较为复杂，)*、QR、%&、

G#、"#等均可以以类质同像置换’(，并且)*、’(含

量变化较大，故对该类含银矿物的具体命名还存在

争议，但总体上归于黝铜矿族（卢静文等，4,+,；王濮

等，+6<4）。就其含银量来说，比闪锌矿、黄铜矿、方

铅矿和黄铁矿中的类质同像银要明显偏高，故常有

研究者将其归至独立银矿物（郑榕芬，4,,.；李占轲

等，4,+,），为叙述方便，本文采用此种处理方式。本

次所测含银黝铜矿族矿物，主要组成元素为)*、’(、

G#、G，其次为QR、%&、’V、)(、)D、"#、5M，甚至还有

’W、XM、H&和GR等元素。据统计，金银含量分别为

,8+;$",890$和+,86<$"+.8++$。为计算平均

化学分子式，将该矿物6个电子探针结果进行平均

化 处 理：)*+08,;$、G4984<$、QR48;0$、G#
42892$、%&4860$、’(408<6$、’V48;4$。换算

得到 平 均 化 学 分 子 式：（)*48;<’(2849）68<+（QR,82<
%&,8<’V,89<）+86.G#;G+4864，该式与黝铜矿族化学分子

式吻合，参考+6<4版系统矿物学和4,+,版金属矿

物显微鉴定手册，统称为银锑黝铜矿。岩矿相显微

分 析和背散射电子图相显示（图9R，9Y，图0中L4"L;

! 王爱国，贺菊瑞，唐燕文，等:4,+,:浙江省安吉县港口地区金多金属矿地质报告: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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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锑铜银矿

"个电子探针结果显示（表!），除主元素#$、

%&、’(、’外，还有)*、+(、,-、#&和./，银 含 量 为

012304!0523!4，金含量可达62!!4。"个探针

结 果 进 行 平 均 化 处 理 后 大 致 为 #$072874、’
3!2804、’(52574、%&"2004、)*02674、+(

62!74、,-62654，对 应 化 学 分 子 式 为（#$3"253
%&320"）30277’(!（’528")*3230）3625，该式与硫锑铜银矿

化学分子式吻合。硫锑铜银矿呈假六方 薄板状、叶

片状、短柱状发育于方铅矿中，有时与银锑黝铜矿伴

生，粒度多在!6!06"9，个别可达!66"9，背散射

条件下，其颜色比银锑黝铜矿浅。

图0 独立银矿物能谱图

:/$;0 <-*=$>?@*AB=CDE/-F*@*-F*-B?/GH*=I(*C=/-$9/-*=CG?

图8 银呈类质同像形式存在于黄铜矿中包裹的闪锌矿、方铅矿中

:/$;8 ’/GH*=*J/?B*-B/-,-’C-F+(’/-BK*ED=9DE/?D9D=@K/?9

1;!;! 类质同像金和银

如表!所示，在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黄铁矿

中金 银 含 量 较 低，金 为 623"4 !62784，银 为

626!4!62614，银在铅辉铋矿中达14。在对矽卡

岩型磁铁矿 黄铜矿矿石、大理岩 矽卡岩化大理岩

型铅锌、铜矿石光薄片进行扫面电镜测点和能谱扫

面分析（图L!图5），除在黄铜矿包裹的方铅矿、闪

锌矿内检测到银外（图L），闪锌矿、方铅矿中金、银呈

明显富集趋势，且分布均匀，未显示超显微包体形态

（图5）。因此，金、银在矽卡岩、大理岩或矽卡岩化大

理岩型铅锌铜矿石中是以类质同像形式存在的。

" 讨论与结论

（3）矿区化学分析样结果显示，矿区以铅、锌、

铜为主的各类矿石中，银含量普遍在边界品位以上，

尤其在富铅的矿石中，银含量通常在其工业品位的"
倍 以上。结合野外踏勘、手标本观察、矿石岩矿相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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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4.%3/2%&7.#"4.0!.3282/9-./%3:3;
4.</%4=.>/,=+4#"32?!2729925@47*94*7"#，</%.7"#2,/9"#，"%0,.29=.<;
/9"#.-/0.%9.［A］5!/%.7B.123/4"，CC：CDE!FGC5

)=.%@*/5HGGF5!20.32?299*77.%9.2?3*#?23"#4</%.7"#3"%03/#-.7/%
>2*12’"2@%&’(&$%I.34&+,0.123/4［A］5)=/%"J61#27"4/2%J%,/;
%..7/%,，（K）：EL!EM（/%)=/%.3.）5

)234",#/2#"’，N.%.0.442OB，N.%-.%*4:!，!"#$5HGGL5)=.</9"#
31.9/"4/2%2?+,/%,"#.%"(:J’P31.94723921:［A］5!/%.7"#2,/9"#
@29/.4:2?+<.7/9"，DD（D!E）：KLCM!KLMG5

O2270JJ"%0@="Q.BP5KEDE5R=.’(&N/&+,&)*&（>,）9=.</347:2?

,"#.%""%032<."3329/"4.03*#?23"#43："7.-/.Q"%032<.%.Q0"4"
?72<)2#27"02，)"#/?27%/""%0’.%%3:#-"%/"［A］5)"%"0/"%!/%.7"#2;

,/34，HF：LSL!LDH5
T"2>.</%,5KEEC5+17.#/</%"7:34*0:2%923"#/4.，12#:("3/4."%0
8/%9&，3/#-.7&，34/(/*<&(."7/%,4.47"=.07/4./%4=.T.U/*27.?/.#0，

V*%%"%［A］5+94"!/%.7"#2,/9"@/%/9"，KC（C）：LMF!LSG（/%)=/;
%.3.Q/4=J%,#/3="(347"94）5

>*"%,B/"%="25HGGG5)="7"94.7/34/932?3/#-.73*#1=23"#4</%.7"#32?4=.
4.47"=.07/4.,72*1/%3/#-.712#:<.4"##/90.123/43"%04=./73/,%/?/9"%9.
［A］5+94"’.472#2,/9".4!/%.7"#2,/9"，KE（K）：FD!DC（/%)=/%.3.
Q/4=J%,#/3="(347"94）5

A/"%,W/%1./5KEEC5!20.32?299*77.%9.2?3/#-.7"%09="7"94.7/34/932?
3/#-.7</%.7"#3/%4=.N"/%/*9="%,3/#-.7&12#:<.4"##/90.123/4［A］5+9;
4"’.472#2,/9".4!/%.7"#2,/9"，KL（L）：HFD!HDC（/%)=/%.3.Q/4=
J%,#/3="(347"94）5

X/A/*#/%,"%0X/@=*:"%5KEEG5R=.299*77.%9.34"4.2?3/#-.7/%T"#.%"
/%7.#"4/2%42"%4/<2%:"%0(/3<*3=/%4=.N"/:/%%20.123/4，/%%.7
!2%,2#/"［A］5+94"’.472#2,/9".4!/%.7"#2,/9"，E（C）：LSM!LFG（/%
)=/%.3.Q/4=J%,#/3="(347"94）5

X/$="%Y.，X/A/"%Q./，)=.%X./，!"#$5HGKG5Z99*77.%9.2?3/#-.7/%
4=.3=",2*+,&’(&$%0.123/4，X*2%/%,92*%4:，>.%"%172-/%9.：/<;

1#/9"4/2%3?27<.9="%/3<2?3/#-.7.%7/9=<.%4［A］5J"74=@9/.%9.
（A2*7%"#2?)=/%"[%/-.73/4:2?T.239/.%9.3），LM（C）：SHK!SLS（/%
)=/%.3.Q/4=J%,#/3="(347"94）5

X/*B.X/，X/*A/3=*%，$="%,)"/=*"，!"#$5HGGD5)="7"94.7/34/932?27.
</%.7"#3"%0<20.32?299*77.%9.2?3/#-.7/%T*"%?"%,9211.70.;

123/4，V*%%"%’72-/%9.［A］5!/%.7"#B.123/43，HF（S）：SEM!FGC（/%
)=/%.3.Q/4=J%,#/3="(347"94）5

X*A/%,Q.%"%0’.%,W/"2#./5HGKG5!.4"#!/%.7"#!/9723921.\0.%4/?/9"4/2%
!"%*"#［!］5N./U/%,：T.2#2,/9"#’*(#/3=/%,>2*3.（/%)=/%.3.）5

X*.4=]I，!.,"Q’^!"%0’/%,/427._J5HGGG5@:34.<"4/9-"7/";
4/2%/%,"#.%"32#/0&32#*4/2%92<123/4/2%3"4@"%4"J*#"#/"，)=/;
=*"=*"，!.6/92［A］5J92%2</9T.2#2,:，EM（D）：KSFL!KSDF5

!#"0.%2-"]， .̂7.34.0U/"%R"%0B/</472-"B5HGGK5+,&)*&’(&N/
</%.7"#/8"4/2%?72<4=.@-/3=4/’#"8,2#00.123/4，).%47"#N"#Y"%
!2*%4"/%，N*#,"7/"［A］5T.29=.</347:，!/%.7"#2,:"%0’.472#2,:，

LD：MM!SS5
@="71RT"%0N*3.9Y’P5KEEL5R=.0/347/(*4/2%2?+,"%0@(/%,"#.;
%"：\%9#*3/2%3-.73*332#/032#*4/2%［A］5+<.7/9"%!/%.7"#2,/3FD：

DM!EM5
]2*02*7/3’，!.#?23]，@17:’T，!"#$5HGGD5)"7(2%"4.&7.1#"9.<.%4
’(&$%&+,‘+* </%.7"#/8"4/2%/%4=. "̂<"7/8""7."，X"-7/2%，

T7..9.：!/%.7"#2,:"%04=.7<29=.</9"#92%0/4/2%32??27<"4/2%［A］5

!/%.75’.472#5，EC：DM!KGS5
I"%,’*，’"%$="2#*，I.%,X/%,("2，!"#$5KEDH5@:34.<!/%.7"#2,:

（4=.?/734-2#*<.）［!］5N./U/%,：T.2#2,/9"#’*(#/3=/%,>2*3.（/%
)=/%.3.）5

V"%,!/%,,*/"%0!./V2%,Q.%5KEEF5)="7"94.7/34/932?,.2#2,:"%0
<.4"##/8"4/2%/%4=.a/%8=2*&>"%,8=2*1"#.21#"4.U*%94*7.［A］5T.;
2#2,:"%0!/%.7"#P.32*79.32?@2*4=)=/%"，（L）：MH!ME（/%)=/;
%.3.Q/4=J%,#/3="(347"94）5

V"%,@2%,3=.%,5KEEK5+17.#/</%"7:"%"#:3/32%<.4"##2,.%/992%0/;
4/2%32?12#:<.4"##/927.0.123/43/%32*4=.7%+%=*/&Q.34.7%$=.U/"%,
"7."［A］5T.2#2,:"%0J61#27"4/2%，（M）：KL!KF（/%)=/%.3.Q/4=
J%,#/3="(347"94）5

$.%,_@，\8"Q"J，!242<*7"V，!"#$5HGGG5@/#-.7</%.7"#3"%01"7;
",.%.3/3/%4=. "̂%,U/"Q"%’(&$%&+,&+*0.123/42?4=.@=*/Y2*3="%
</%.7"#0/347/94，>*%"%’72-/%9.，)=/%"［A］5)"%"0/"%!/%.7"#2;

,/34，LD：KK!HH5
$=.%,P2%,?.%5HGGS5@4*0:2%4=.T.2#2,/9)="7"94.7/34/93，!/%.7"#
+3329/"4/2%3"%0J%7/9=<.%4P.,*#"7/4:2?@/#-.7/%4=.@/#-.7&X."0&
$/%9Z7.B.123/42?@=",2*，W/2%,’.7@="%B/347/94，>.%"%
’72-/%9.［B］5N./U/%,：[%/-.73/4:2?@9/.%9."%0R.9=%2#2,:N./U/%,

（/%)=/%.3.Q/4=J%,#/3="(34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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