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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兰地区原黑龙江群碱性玄武质火山碎屑岩的

发现及地球动力学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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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依兰地区原黑龙江群中发现了一套火山碎屑岩，它由岩屑和细粒的火山碎屑物组成，岩屑呈透镜状、焰舌

状等，细粒火山碎屑物发生了强烈变形。二者矿物组成相似，均由钠质闪石、钠长石、绿帘石以及少量绿泥石组成，

但各矿物含量及特征差别较大。火山碎屑岩岩屑的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岩屑为碱性玄武岩，.,++／;,++<#=%"!
>=!>，（.7／?@）2<"=!$!%=9!，+A!／+A<9=$#!9=$B，稀土元素配分曲线为右倾型。岩屑微量元素与1-,C相比，

富集DE、F、,@、C7等不相容元素，?@含量略低于1-,C，初步确定岩屑为形成于大洋板内洋岛环境的碱性玄武岩。

在岩浆喷出尚未完全凝固之前，大洋板块内的热点再次活动，早期形成的碱性玄武岩破碎，形成塑性 半塑性岩屑，并

被火山碎屑物胶结，它们为大洋板内“轴外火山作用”形成的洋岛型火山碎屑岩。这一发现为恢复该地区的古构造

环境、确定原黑龙江群的构造属性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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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EKKLEHXQKSHLYAXQHLX4b̂7WH@5KK5KbKLWY7YDENFN,@7LSC7V?@HYY5HMQW5854‘KEWQ7LWQ7WHL1-,CV0L
WQKPE PEc?SH7ME7b7LS)H-! 1L-f9$ *!-&f9$SH7ME7bN̂4HLWY4J755Y7b̂5KY7EK̂54WWKSHLWQK4XK7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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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佳木斯地块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积累

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由于地质露头差、地质历史比

较复杂等多方面的原因，对该地区的一些重大地质

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尤其对佳木斯地块原

黑龙江群的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徐公愉等，DEFG；刘

静兰，DEFF；曹熹等，DEEH；张兴洲，DEEH；黑龙江省地

质矿产局，DEEI；赵春荆等，DEEG；李锦轶等，DEEE）。

近年来通过对原黑龙江群的地质产状、原岩建造、大

地构造环境等方面的深入研究，确定了依兰地区原

黑龙 江 群 为 增 生 杂 岩（白 景 文 等，DEFF；曹 熹 等，

DEEH；张兴洲，DEEH；李锦轶等，DEEE）。尽管上述研

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

的问题，如该地区这套增生杂岩中变质火山岩的原

岩类型及它们形成的构造环境、变质火山岩与绿色

片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本文以依兰地区原黑龙江

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地质特征、岩相学和地球化

学特征的分析，讨论了依兰地区原黑龙江群变质火

山岩的原岩类型及可能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变质

火山岩与绿色片岩之间的关系。

D 区域地质概况

佳木斯地块位于兴蒙造山带东段，处于华北板

块、西伯利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所夹持地区，它的西

侧为牡丹江断裂，东侧为同江 当壁断裂，西北侧为

佳 依断裂，东南侧为敦 密断裂，变质杂岩主要由麻

山群、兴东群和原黑龙江群组成（图D）。

麻山群为佳木斯地块变质杂岩的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分布于佳木斯地块南部，为一套富铝含墨、

与孔兹岩系相当的高级变质杂岩（姜继圣，DEEG），构

成了佳木斯地块前寒武纪变质基底（曹熹等，DEEH；

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DEEI；姜继圣，DEEG）。最近通

过锆石定年研究发现，麻山群的变质年龄为JKKL"
左右（宋彪等，DEEM；N+$1(!"#$O，HKKD），佳木斯地

块可能属于泛非期冈瓦纳超级大陆的一部分（N+$1(
!"#$O，HKKD）。

兴东群主要分布于佳木斯地块中部，岩石组合

图D 佳木斯地块变质杂岩分布特征［据李锦轶等

（DEEE）修改］

P+0OD Q+#%2+!4%+),)7.(%".)2*’+--).*$(=(#+,R+".4#+
%(22"+,（.)1+7+(172).S+R+,5+!"#$O，DEEE）

D—原黑龙江群；H—兴东群；I—麻山群；T—断裂

D—)2+0+,"$?(+$),0@+",0A2)4*；H—U+,01),0A2)4*；I—L"#’",

A2)4*；T—7"4$%

与麻山群相似，经对比研究发现，兴东群与麻山群完

全可以对比（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DEEI）。

原黑龙江群位于牡丹江断裂东侧，呈南北向带

状分布，主要分布于牡丹江、依兰地区。早期将它视

为变质地层，并按传统地层学的划分方案进行了划

分（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DEEI）；之后有研究者认为

它构成了前寒武纪花岗 绿岩带（刘静兰，DEFF；赵春

荆等，DEEG）。通过对原黑龙江群岩石学、矿物学以

及微体古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原黑龙江群为一套增

生杂岩，为佳木斯地块与松嫩地块拼合过程中形成

的一套增生杂岩（白景文等，DEFF；叶惠文，DEEK；张

兴洲，DEEH；曹熹等，DEEH），佳木斯地块与松嫩地块

之间 的 古 洋 盆 主 闭 合 期 为 加 里 东 时 期（张 兴 洲，

GKH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HM卷

 
 

 
 

 
 

 
 

 
 

 
 

 
 

 
 

 
 

 

 
 

 
 

 

 

  
 

 

 



!""#），本文称这套增生杂岩为黑龙江增生杂岩。

# 增生杂岩和火山碎屑岩的地质特征

依兰地区的黑龙江增生杂岩整体上呈南北向带

状分布，现存面理方向为北东向，它由基质和岩块两

部分组成，二者为断层接触。基质为长英质片岩，占

杂岩的$%&左右，为一套活动大陆边缘的沉积岩系

（曹熹等，!""#；张兴洲，!""#）；岩块包括超基性岩岩

块、变质火山岩岩块和大理岩岩块，它们分布于长英

质片岩之中，占杂岩的’%&左右，这些岩块的长轴方

向与面理方向一致（图#），为一套肢解的蛇绿岩套岩

石组合（曹熹等，!""#；张兴洲，!""#）。

除早期在涌泉发现保留枕状构造的变基性火山

熔岩外（曹熹等，!""#；张兴洲，!""#），笔者在依兰地

区首次发现了变质火山碎屑岩。变质火山碎屑岩出

露于涌泉南西大架子山附近，出露面积约!()*+
)。火山碎屑岩呈透镜状残存于绿色片岩中，中部

的岩屑较大，变形较弱，原岩特征保存较好；边部岩

屑较小，变形强烈，向两侧由火山碎屑岩逐渐过渡到

绿色片岩（图’）。

火山碎屑岩呈浅灰色，碎屑物分选差，成分和结

构、构造变化大，缺乏稳定的层理（图,-）。它由两部

分组成，一部分为塑性 半塑性岩屑，呈透镜状、焰舌

状、树叉状、纺锤状等，最大可达!+.)*(.)，最小

为#.)*!.)，含量大于$%&，整体变形极弱；另一

部分为细粒的火山碎屑，含量小于’%&，普遍发生了

强烈变形，产状变化较大（图,/）。

图# 依兰地区黑龙江增生杂岩分布特征

0123# 415671/8619:9;<=1>9:2?1-:2-..7=619:-7@
.9)A>=B=51:C1>-:-7=-

!—长英质片岩及产状；#—超基性岩；’—变质火山熔岩及绿色

片岩；,—变质火山碎屑岩及绿色片岩；(—大理岩；D—图’的位置

!—;=>51.5.E156-:F1659..877=:.=；#—8>67-/-51.79.G5；’—)=6-)97H
AE1.I9>.-:1.>-I--:F27==:5.E156；,—)=6-)97AE1.I9>.-:1.>-561.
79.G5-:F27==:5.E156；(—)-7/>=；D—>9.-619:9;5=.619:0123’

图’ 变质火山碎屑岩与绿色片岩之间关系

0123’ J=>-619:5E1A/=6K==:)=6-)97AE1.I9>.-:1.>-561.
79.G5-:F27==:5.E156

!—绿色片岩；#—变质火山碎屑岩；’—取样位置及编号

!—27==:5.E156；#—)=6-)97AE1.I9>.-:1.>-561.79.G5；’—5-)A>1:2
A951619:-:F5=71->:8)/=7

图, 变质火山碎屑岩产出特征（-）及火山碎屑岩变形特征（/）

0123, L9F=59;9..877=:.=9;)=6-)97AE1.I9>.-:1.>-561.79.G5（-）-:FF=;97)-619:->.E-7-.6=71561.59;I9>.-:1.>-561.79.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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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碎屑岩中岩屑和细粒火山碎屑物的矿物组

成相似，均由钠质闪石、钠长石、绿帘石及少量绿泥

石组成，但二者在结构、构造上差别较大，岩屑具有

的粗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与细粒火山碎屑物具有

的细粒变晶结构、片状构造显著不同。镜下观察二

者在矿物含量、结构构造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岩屑（图!"）中含有大量的钠质闪石（#$%!
#!%），自形程度较高，不定向均匀分布，多具环带结

构，含 有 绿 帘 石 包 体，粒 度 多 数 在$&’(()$&!
((，最大$&*(()’&!((；钠长石（#$%!#!%），

多呈团块状，粒度多数在$&#(()$&!((，内部含

有细小的钠质闪石和绿帘石包体；绿帘石（#$%!
+$%），半自形，多呈团块状分布；岩石中含有少量的

绿泥石。细粒火山碎屑物（图!,）中矿物粒度明显小

于岩屑中矿物粒度，并且在细粒火山碎屑物中含有

和岩屑矿物组成、结构构造特征相似的细小岩屑。

其中钠质闪石含量#$%!#!%，定向排列；钠长石极

少，含 量 小 于!%，多 分 布 于 细 小 岩 屑 中；绿 帘 石

（!$%!-$%）多呈条带状分布；岩石中含有少量的

绿泥石（由于绿泥石含量很少，并且粒度也很小，在

图!中未显示出；火山碎屑岩中钠质闪石的特征及

成因将在另文中详述）。

图! 火山碎屑岩岩屑（"）与细粒火山碎屑物（,）的特征（单偏光）

./01! 23"4"5674/86/589:;<495="86/5>7,4/8（"）"?>:/?7@04"/?7>A9=5"?/5>7,4/8（,）（;="/?@;9="4/B7>=/036）

# 样品采集与测试

为进一步探讨火山碎屑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可

能形成的构造背景，对该区分布的火山碎屑岩中的

岩屑进行了样品采集，共采集了!个样品，其中CD’@
’、CD’@*、CD’@#、CD’@+号样品取自火山碎屑岩边部

的岩屑，这些火山碎屑岩变形较强；$!E$$+@#*号样

品取自火山碎屑岩中部的岩屑，这些火山碎屑岩变

形较弱，取样位置见图#。

首先将测试样品用蒸馏水洗净，然后用特制的

刚玉瓷无污染颚式破碎机粗、中碎，用玛瑙球磨机细

碎至*$$目以下（!$&F+((）。全部分析测试由西

北大学教育部大陆动力学重点开放实验室完成，主

量元素采用日本G/0"HI公司的GJK@*’$$型光谱

仪，仪 器 检 出 限 为’$L-，元 素 的 测 定 精 度 可 达

$&$’%，误差分析小于!%；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采

用美国M74H/?N=(74公司NOPQ-’$$CG2型电感耦

合等离子质谱（J2M@RS）测定，分析精度和准确度一

般优于’$%，全部样品的岩石化学分析数据列于表’。

+ 火山碎屑岩岩屑的地球化学特征

从表’可见，岩屑的S/T* 含量介于!$&*+%!
!’&-U%之 间，V/T*"*%（*&*!%!#&’W%），高 碱，

（Q"*TXY*T）"!%，且Q"*T"Y*T，属碱性玄武岩。

岩屑的稀土元素总量较高（#GNNZ’-F&WW)
’$L-!’UU&W*)’$L-）；富 集 轻 稀 土 元 素，OGNN／

[GNNZ#&UF!+&*+；轻、重 稀 土 元 素 分 馏 明 显，

（O"／E,）QZF&*$!U&’*；无明显铕异常（NI$／NIZ
’&$#!’&$W）；稀土元素配分曲线为右倾型（图-"），

与洋岛碱性玄武岩具有相似的稀土元素配分曲线，

类似夏威夷洋岛玄武岩（.47<，’WU+）。

岩屑 微 量 元 素 与RTG\相 比 ，均 富 集S4、Y、

U$*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F卷

 
 

 
 

 
 

 
 

 
 

 
 

 
 

 
 

 
 

 

 
 

 
 

 

 

  
 

 

 



表! 火山碎屑岩岩屑常量元素（!"／#）、稀土和微量元素

（!"／!$%&）组成

’()*+! ,-./-0121-3-4.(5-6（!"／#），6(6++(627(3826(9+
+*+.+320（!"／!$%&）13/:6-9*(02190

序号 ! " # $ %
样品号 &’!(! &’!(" &’!(# &’!($ )%*))$(#"
+,-" %!."! %!.%/ %).01 %!.0/ %)."$
2,-" ".%1 ".%3 #.!! "."% #.!1
45"-# !#.!/ !$.%3 !".%/ !#.1" !#.%0
267"-# !#.#) !!.// !#./# !".#" !#./)
89- ).!) ).)1 ).!) ).!) ).!!
8:- #.1! #."3 $.)/ #.$$ #.%"
;<- 0.1" 3.$" 3.") 0./0 3.")
=<"- 0.$$ 0."% %.10 0.%! $.$$
>"- ).#/ )."3 ).#1 )."# !.!%
?"-% ).31 ).3! )./" )./" ).0%
@-A !.$) !.$% !.$# !.$! "."!
2BC<5 !))."" !)).)0 !)).!1 11.%$ !)).)3
@< !1.#$ ").)) ").$$ !3."3 "".)%
;7 %!."/ %!./# %#./% $3.)! %/.!/
?D 3.3$ 3./) /.)" 3.!3 /.03
=E $).") $!.)" $!./3 #3.$% $%.$/
+F !".!# !".0# !".%1 !!.$# !#.0%
GH $.$$ $.3% $.0" $."1 $./"
IE !#.$# !$."% !$.!% !".%$ !$./!
2J ".)/ "."1 ".!1 !.13 "."#
&K !).#/ !!.%/ !).1" 1.11 !!."!
LB !.%0 !.3% !.0$ !.%! !.3!
GD #."" #.%# #.#1 #.!" #.%/
2F ).#0 ).#3 ).#3 ).## ).#1
*J !.0" !.3# !.3) !.0" !.1!
@H ).") ).") ).") ).!1 ).""
+D "3%.)) ##%.)) "3).)) #)0.)) "10.))
MJ %.%# ".10 %.)3 ".)" ").#)
N< 3$./) $0.1) 3/.0) #0.!) $)0.))
2O !."1 !."% !.#1 !.#) !.3$
2< !.)! !.)) !.)0 !.)! !."/
=J !$.1) !%.)) !0.#) !$.%) !1.")
;7 %!.#) %!./) %#./) $3.)) %/.")
PD "$/.)) "$3.)) "3%.)) "%/.)) #$3.))
LQ 3."$ 3.!3 3./! 3.#! 1.0$
+F !".!) !".0) !".0) !!.$) !#.3)
* $).") $0.!) $#.$) $).!) $#./)
*J !.0" !.3# !.3) !.0" !.1!

=<"-R>"- 0./" 0.%" 0.#% 0.3$ %.%1
!MGG !03.11 !3#.3$ !3%.1$ !%%.// !//.1"

@MGG／LMGG $.!! #./3 $.)1 #.11 $."$
（@<／*J）= /.)0 3.31 /.!" 3.") 3.31
GH"／GH !.)0 !.)/ !.)% !.)1 !.)#

MJ、N<等不相容元素。&’!(!、&’!("、&’!(#、&’!($
号样品由于取自火山碎屑岩边部岩屑，变形较强，因

此样品中+D、>、MJ、N<等不相容元素含量偏低，可

能 与构造变形过程中元素的流失有关。除与石榴二

图0 变质火山碎屑岩岩屑稀土配分曲线［<，标准化值据

NBK9CB9（!1/$）］和微量元素蛛网图［J，据?7<DS7（!1/#）］

6,:.0 MGGT<DC,C,B9SHDU7（<，<QC7DNBK9CB9，!1/$）<9E
CD<S7757F79CVT,E7DE,<:D<F（J，<QC7D?7<DS7，!1/#）

BQF7C<FBDTO,STKDBS5<VC,SV

辉橄榄岩相容元素*J含量略低于8-MN外，总体

上显示高“隆起”特征（图0J），具有大洋板内玄武岩

特征（?7<DS7，!1/"）。

在PD／* PD图解中，所有样品均投影到板内玄

武岩区（图3<）；在2,-" 89-W!) ?"-%W!)图解

中，所有样品均投影到-A4区（图3J）。

岩屑的地球化学特征说明，它们可能形成于大

洋板内洋岛环境，与夏威夷洋岛玄武岩具有相似的

地球化学特征。

% 碱性玄武质火山碎屑岩的地球动力

学意义探讨

通过对这类岩石岩屑的形态以及岩屑和细粒火

山碎屑物的矿物组成特征的分析，确定依兰地区出

露的这类岩石为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岩中的岩屑

为碱性玄武质岩石，其形成的构造环境可以为大陆

裂谷，也可形成于大洋板块内大洋岛屿，通过对岩屑

地球化学特征的分析，本文趋向认为它可能形成于

大洋板块内洋岛环境。大洋板内热点早期喷出的碱

性玄武岩，在未完全凝固之前，洋底热点再次活动，

使早期形成的碱性玄武岩在半凝固状态下破碎，形

成了不同形状的塑性 半塑性岩屑，被细粒的火山碎

1)"第#期 宋海峰等：依兰地区原黑龙江群碱性玄武质火山碎屑岩的发现及地球动力学意义探讨

 
 

 
 

 
 

 
 

 
 

 
 

 
 

 
 

 
 

 

 
 

 
 

 

 

  
 

 

 



图! 变质火山碎屑岩岩屑"#／$ "#图解［%，据&’%#(’%)*+,##-，（./!/）］和0123 4)25.6 &3275.6图解［（8），

据49::’)（./;<）］

=1>?! "#／$ "#*1%>#%@（%，%AB’#&’#%(’%)*+,##-，./!/）%)*0123 4)25.6 &3275.6*1%>#%@（8，%AB’#49::’)，./;<）

,A@’B%@,#CD1(C-#,(:%EB1(E

屑物胶结，形成了洋岛型火山碎屑岩。

蛇绿岩是产于扩张脊的镁铁 超镁铁岩组合，而

上覆的硅质岩及其他深海沉积物及火山岩被称为

“蛇绿岩上覆岩系”（张旗等，.//!），其中的火山岩来

自扩张脊之外的岩浆源区，称之为“轴外火山作用”

（张旗，.//7）。如果在一个造山带中识别出上覆岩

系的成员，可以代表古洋盆封闭的位置，从鉴别在某

一地质时期有无洋盆存在这一点来说，上覆岩系与

蛇绿岩具有同样的意义（张旗等，366.）。

本文初步确定该地区出露的火山碎屑岩为形成

于大洋板块内洋岛环境，属轴外火山作用的产物，为

蛇绿岩的上覆岩系，据此推测在佳木斯地块和松嫩

地块之间曾经存在一个古洋盆。在古洋盆闭合过程

中，由于洋岛是海底的正地形，洋岛型火山碎屑岩被

仰冲上来得以保存，它呈透镜状残存于绿色片岩之

中，与绿色片岩之间为渐变过渡关系，说明了二者之

间具有亲缘关系。本区洋岛型火山碎屑岩的发现为

恢复该地区的古构造环境提供了新的线索，也进一

步证明了依兰地区原黑龙江群为一套增生杂岩。但

对这类火山碎屑岩的形成环境及过程，应进行更深

入、详细的工作来进一步确定。

!"#"$"%&"’

F%1G1)>H’)，I%)>I’)J1)>，"D%)>K%1#1，!"#$?./;;?LD%#%(B’#,A

>:%9(,CD%)’E(D1EBE1)@’B%@,#CD1(M,)’1)$1:%)，49*%)N1%)>，K’1

O,)>G1%)>［G］?P(B%&’B#,:,>1(%’B41)’#%:,>1(%，!（Q）：3/;!<6;

（1)LD1)’E’H1BDR)>:1ED%8EB#%(B）?

F,-)B,)IS?./;Q?T’,(D’@1EB#-,ABD’#%#’’%#BD’:’@’)BE：@’B’U

,#1B’EB9*1’E［P］?K’)*’#E,)&?V%#’R%#BDR:’@’)BT’,(D’@1EB#-
［L］?R:E’#W1’#，X<!..Q?

L%,Y1，Z%)>"’)>J1)，"D%)>Y1)>MD,9，!"#$?.//3?G%@9E1L,@C:’J
0’##%1)［4］?LD%)>(D9)：G1:1)[(1’)(’%)*0’(D),:,>-&#’EE，Q7!

.3X（1)LD1)’E’）?

=#’-=P?./;Q?V%#’’%#BD’:’@’)BE%8,9)*%)(’E1)9CC’#@%)B:’#,(\E［P］?

K’)*’#E,)&?V%#’R%#BDR:’@’)BET’,(D’@1EB#-［L］?.7<!36<?

T’,:,>1(F9#’%9%)*41)’#%:V’E,9#(’E,AK’1:,)>N1%)>&#,W1)(’?.//<?

V’>1,)%:T’,:,>-,AK’1:,)>N1%)>&#,W1)(’［4］?F’1N1)>：T’,:,>1(%:

&98:1ED1)>K,9E’，;!Q<（1)LD1)’E’）?

G1%)>G1ED’)>?.//X?=,#@%B1,)%)*RW,:9B1,),A]D,)*%:1B’[’#1’E1)

LD1)%̂PL%E’[B9*-A#,@ 4%ED%)T#,9C［4］?LD%)>(D9)：G1:1)

[(1’)(’%)*0’(D),:,>-&#’EE，7!.!（1)LD1)’E’）?

O1G1)-1，+19F%,>91，[,)>F1%,，!"#$?.///?L#9EB%:=,#@%B1,)%)*
RW,:9B1,),A+,#BD’#)LD%)>8%14,9)B%1)E［4］?F’1N1)>：T’,:,>1(%:

&98:1ED1)>K,9E’，QX!Q/（1)LD1)’E’）?

O19G1)>:%)?./;;?T’,:,>1(%:EB9*-,AG%@9E1B’##%)’,A&#’(%@8#%1)
［G］?G,9#)%:,ALD%)>(D9)_)1W’#E1B-,AR%#BD[(1’)(E，3（.;）：.Q!

!.7X（1)LD1)’E’）?

49::’)RZ?./;<?4)2／0123／&327：%@1),#’:’@’)B*1E(#1@1)%)BA,#

8%E%:B1(#,(\E,A,(’%)1(’)W1#,)@’)BE%)*1BE1@C:1(%B1,)EA,#C’B#,U

>’)’E1E［G］?R%#BD&:%)’B?[(1?O’BB?，X3：7<!X<?

&’%#(’GP?./;3?0#%(’’:’@’)B(D%#%(B’#1EB1(E,A:%9%EA#,@*’EB#9(B1W’

C:%B’8,9)*%#1’E［P］?0D,#C’V[?P)*’E1B’E［L］?+’H$,#\：G,D)

I1::’-‘[,)E，737!7Q;?

&’%#(’G P?./;<?V,:’,ABD’E98̂(,)B1)’)B%: @%#>1)E［P］?

K%H\’EH,#BDLG%)*+,##-4G?L,)B1)’)B%:F%E%:BE%)*4%)B:’

Y’),:1BDE［L］?[D1W%，+%)BH1(D，3<6!3Q/?

&’%#(’GP%)*+,##-4G?./!/?&’B#,>’)’B1(1@C:1(%B1,)E,A01，"#，$

%)*+8W%#1%B1,)E1)W,:(%)1(#,(\E［G］?L,)B#18?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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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2,，!"#$&3""%&’,)*456*7-,)8,79()-*5:
-);,<:,=>4,9-<,():,)?,(<,<56>4-*,(94-:5*)5,::,)@-:A-)B7(2>,)

<A5C-:<57)D5,4()*E,-)*［/］&F9<-B5(:9,5)<,9-’,),9-，3G（#）：#H!

!#3I（,)JA,)5:5）&

K,4;5’F，K2L202-)-);MA-)*N,)*8A(2&IHH3&OA5@-:A-)J(=P

>45Q5:：’DRS@TU6T?8,79(=5V,;5)95W(7-4-<5>-)6FW7,9-)=5<-P

=(7>A,95V5)<,)1CJA,)--);,<:,=>4,9-<,()W(7*4(?-49()<,)5)<-4

759():<72729<,():［/］&B5(9A,=,9-，#H（3）：#X!XH（,)JA,)5:5）&

N2B()*02-);L-)*K5)9A-)*&3"G!&Y7,*,)-);5V(42<,()(W<A5/,-P

=2:,=-::,W［/］&B5(4(*0(W/,4,)，（I）：#3!#G（,)JA,)5:5）&

Z5D2,[5)&3""H&’<2;0(W-=>A,?(45:W7(=?425:9A,:<:,)JA,)-［/］&/(27)-4(W

JA-)*9A2)U),V57:,<0(WC-7<A’9,5)9:，IH（I）：3I"!3#G（,)JA,)5:5）&

MA-)*\,&3""X&’(=5>7(?45=:9()957),)*<A5(>A,(4,<5:<2;0［/］&F9P

<-T5<7(4(*,9-’,),9-，33（’2>>45=5)<）：IIG!I$H（,)JA,)5:5）&

MA-)*\,，K-)*Z25=,)*，\,-)\,)*，!"#$&3""%&B5(9A5=,9-49A-7P
-9<57,:<,9<:(W>,44([4-V-:,)(>A,(4,<5-);-);,<’:(V5740,)*7(9]:5P

2̂5)95,)<A5.-(A2:A-)-75-W7(=/,)*<-,J(2)<0，B-):2T7(V,)9
［/］&F9<-T5<7(4(*,9-’,),9-，3#（3）："I!""（,)JA,)5:5）&

MA-)*\,-);MA(2B2(̂,)*&IHH3&Y>A,(4,<5:(WJA,)-［@］&+5,E,)*：

’9,5)95-);O59A)(4(*0T75::，3!3X（,)JA,)5:5）&

MA-)*N,)*8A(2&3""I&C-7409(44,:,()A,:<(70(W/-=2:,<577-,)6:<729<275(W

D5,4()*E,-)*=_4-)*56>5<7(4(*,95V,;5)95:：;(9<(7’:;5*755>->57:(W

JA-)*9A2)B5(4(*0J(445*5［‘］&JA-)*9A2)：/,4,)U),V57:,<0（,)JA,)5:5）&

MA-(JA2)E,)*，T5)*Z2E,)*，‘-)*M5)*Q,)，!"#$&3""!&O59<(),9L7-=5P
[(7]-);J72:<CV(42<,()(WC-:<57)/,4,)-);D5,4()*E,-)*T7(V,)95:［@］&

’A5)0-)*：.,-(),)*U),V57:,<0T75::，#!!!!（,)J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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