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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偏光显微镜、电子探针、>射线粉末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射线荧光光谱、微量元素测试等对丹

东绿玉石样品进行了常规矿物学、谱学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丹东绿玉石是以蛇纹石为主要矿物，镁橄榄石、白云

石、水镁石、绿泥石、伊利石为次要矿物的蛇纹石化镁橄榄石矽卡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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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绿具有鲜艳的绿色和美丽多变的花纹，因

其产在丹东地区，故得名丹东绿。丹东绿外表色调

鲜艳美观，以其独有的装饰特点及物理技术性能常

作大理石用。但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丹东绿应属一

类蛇纹石化的镁质矽卡岩（即蛇纹石化镁橄榄石矽

卡岩），而非大理岩。

丹东绿过去一度作为一种优良美观的室内装饰

建筑板材，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颇受

欢迎（朱继存，#"""）。不过近年来，丹东绿逐渐引起

广大玉石爱好者的关注，对于丹东绿的开发方向也

不再仅限于建筑板材，而是更多的从宝玉石方向对

其进行开发，如：将块度较大的丹东绿做大型雕件；

将块度不是很大的做成手把件；还可直接将花纹独

特的丹东绿原石稍加抛光琢磨后，直接作为观赏石。

本文则侧重于对丹东绿的宝玉石学特征进行较系统

的研究和分析。

$ 矿区地质特征

丹东地区属辽东山地丘陵的一部分，地势地貌

属长 白 山 脉 向 西 南 延 伸 的 支 脉 或 余 脉（ 吴 振，

#""a）。丹东绿的主要矿区———东二道沟矿区，位于

丹东市东沟县合隆、长安交界地带的齐家大队和王

家大队，地理坐标为东经$#@b"#c，北纬@"b"?c。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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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消光，干涉色不高，一般为一级灰到一级灰白；白

云石呈他形粒状集合体，正突起极高，干涉色高级

白。

对样品镜下特征进行详细分析，每种颜色样品

的观测结果为：!浅绿色丹东绿：单偏光下较高凸起

的粒状物，低凸起的为蛇纹石化橄榄石，可见网状结

构，有多块丝状体平行消光；明显感觉蛇纹石化交代

逐渐强烈，蛇纹石脉体有定向性，一级灰干涉色，目

测蛇纹石的含量由!"#增加至$%#左右，橄榄石含

量由$%#降低至&%#，其他杂质约占"#；"绿色丹

东绿：肉眼观察可见蛇纹石脉定向分布，蛇纹石化更

强，残留更少，蛇纹石占’%#左右，橄榄石呈孤岛状

残留；#深绿色丹东绿：镜下观察样品成分以蛇纹石

为主，约占(%#，橄榄石呈残留状，表面有呈高级白

干涉色的粒状物，高凸起，应为碳酸盐；$黑色丹东

绿：该种颜色的样品基本都已蛇纹石化了，偶尔可见

典型的碳酸盐双晶，颗粒较大。

!)*)+ ,射线粉晶衍射分析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射线衍射实验室采用

日本理学-／./0123,射线粉末衍射仪对丹东绿样

品进行测试，测试人高翔。测试条件：34靶（34!/*
5*6"&%$），靶电压为!%78，靶电流为**%9:，起

始角度为*";，终止角度为’%;，连续扫描模式，室温

为*$%*(<，湿度为!$#%!(#。从由浅至深&种

颜色 的 样 品 中 选 出 & 张 代 表 图 谱（ 图 +），与

+%%%=3>-?@国际衍射数据中心（A3--）中的标准谱

线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见表*。对,射线粉晶衍

射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丹东绿样品的主要矿

物成分为镁橄榄石和蛇纹石，其他的矿物成分还有

白云石、水镁石、少量伊利石和极少量的绿泥石。

!)*)! 电子探针分析

用电子探针仪对丹东绿样品进行分析，测试在

北京核工业地质研究所实验室的=BCD=,:1(*%%电

子探针显微分析仪上进行，测试人葛祥坤。分析条

件为：加速电压*"78；束流*E*%F(:，具体测试结

果见表+。

图+ 不同颜色代表性样品的,射线粉晶衍射图

GHI)+ ,1J/KLHMMJ/NOHPQR/OOSJQTPMT/9RUSTPMLHMMSJSQONPUP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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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颜色代表性样品的"射线粉晶衍射图

谱分析结果

#$%&’! (’)*&+),-"./$01,23’/34--/$5+4,6,-)$71&’)
,-34--’/’6+5,&,/)

样品 特征谱线 检出物相

浅绿色

!!"#$$$（"／"%!&%%），!!’#(%)（"／"%!*），

!!$#((%（"／"%!*$）

!!*#&&%（"／"%!&"），!!$#++"（"／"%!$*），

!!$#’+,（"／"%!’），!!$#%%,（"／"%!$），

!!,#""$（"／"%!"），!!,#*&$（"／"%!,*），

!!,#’(%（"／"%!&)），!!,#,"&（"／"%!&&），

!!,#,*%（"／"%!"）

!!’#"""（"／"%!$,），!!,#"’$（"／"%!’），

!!,#$"%（"／"%!&%），!!&#")"（"／"%!(）

!!&’#$+$（"／"%!$）

!!,#++(（"／"%!&,）

蛇纹石

镁橄榄石

水镁石

绿泥石

白云石

绿色

!!"#$*"（"／"%!&%%），!!’#(&’（"／"%!&%），

!!$#)%’（"／"%!)），!!$#(((（"／"%!**），

!!,#*%’（"／"%!,,）

!!*#&,,（"／"%!,&），!!$#%&,（"／"%!,），

!!,#""(（"／"%!’），!!,#,",（"／"%!’），

!!,#,*$（"／"%!*），!!,#&*&（"／"%!+），

!!,#$",（"／"%!&+），!!&#")"（"／"%!&&），

!!&#"*&（"／"%!*）

!!’#"+"（"／"%!$$），!!,#$",（"／"%!&+）

!!,#+),（"／"%!+）

蛇纹石

镁橄榄石

水镁石

白云石

深绿色

!!"#$’*（"／"%!&%%），!!’#(%)（"／"%!)），

!!$#)%&（"／"%!*），!!$#(($（"／"%!*"）

!!,#*%,（"／"%!,%）

!!*#&&%（"／"%!"），!!,#""&（"／"%!&&），

!!,#’(’（"／"%!)），!!,#$"&（"／"%!&"），

!!&#")(（"／"%!&&），!!&#"*%（"／"%!$）

!!’#"""（"／"%!$%），!!,#$"&（"／"%!&"）

!!,#+)%（"／"%!+&），!!,#&)’（"／"%!’）

!!&%#,%$（"／"%!*），!!$#$++（"／"%!*）

蛇纹石

镁橄榄石

水镁石

白云石

伊利石

黑色

!!"#$$$（"／"%!&*），!!’#(%*（"／"%!&），

!!$#+)’（"／"%!*），!!$#"$$（"／"%!,），

!!$#(($（"／"%!+）

!!*#&,,（"／"%!"），!!,#"’(（"／"%!&%%）

!!’#"+"（"／"%!’），!!,#$",（"／"%!,）

!!,#++,（"／"%!"&）

蛇纹石

镁橄榄石

水镁石

白云石

由表,可知，该玉石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和01/，其次为23/。45,/$和6,/在个别样品中

含量较大，对照之前7射线粉晶衍射的结果可知，第

$件浅绿色样品中45,/$含量为&’8%+&9应为含绿

泥石 所 致；第&件 深 绿 色 样 品 中 不 仅 45,/$ 为

&&8%+*9异于常值，6,/为)8"&$9也与常值不符，

对照之前7射线粉晶衍射的结果，应是样品中含伊

利石所致。其他成分的质量分数都比较低。

$#&#’ 红外光谱分析

采用反射法对丹东绿样品在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地大宝石鉴定中心进行了红外光谱分析。测试

条件：:;<=3;>3?@A;$$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分

辨率为’?BC&，扫描范围为’%%%!’%%?BC&，扫描

时间为’%D，电压为,,%!,’%E，频率为*%!(%
FG，功率为,*%H，室温为&(!&+I，湿度为$(9!
$+9 。因样品的特征红外光谱基本相同，故以丹东

绿样品7&为代表，对样品的红外光谱进行详细分

析。从图$可以看出，样品7&的红外光谱特征谱带

$’&*、&,%(、)+"、(&"、**$、’’"、$)%?BC&峰值与蛇

纹石的标准红外光谱峰值$’,%、&&)*、)+%、(&%、

*(%、’’*、’%%?BC&（彭文世等，&)+,）相近或相同；其

)+"、)(&、++)、+’,、(&%、*%&、$)%?BC&峰值与镁橄榄

石的标准红外光谱峰值)+$、)*+、+)%、+’%、(&%、*%(、

$+%?BC&（彭文世等，&)+,）相近或相同；其$()+、

$(’"、$’&*、**$、’’*?BC&峰值与水镁石的标准峰

值$"%%、$(’*、$’,%、*(%、’*%?BC&（彭 文 世 等，

&)+,）相近或相同；其&’$+、++)、"$%?BC&峰值与白

云石的标准峰值&’$%、++$、"$,?BC&（彭文世等，

&)+,）相近。因此，可推断样品 7&中含有蛇纹石、

镁橄榄石、水镁石、白云石。

8#9 丹东绿玉石的化学成分

$#,#& 主要化学成分

表9 丹东绿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9

#$%&’9 :&’5+/,6745/,1/,%’$6$&0)’),-)$71&’)

样品 -./, 01/ 23/ 45,/$ JK/ LK,/ 6,/ 0M/ N./, J;,/$ 总计

浅绿色 ’,#%,) ’’#+&% &#+$) %#%&% %#%&% %#%*( %#%,& %#%", %#%%% %#%%% ++#+’"
浅绿色 ’%#))’ ’%#,+" %#")$ %#%%( %#%%" %#%’% %#%&* %#%&& %#%%% %#%%’ +,#&*"
浅绿色 $’#,’’ $’#($( %#**+ &’#%+& %#%&% %#%"$ %#%+, %#%,% %#%%) %#%$" +$#"*%

绿色 ’&#,"’ $"#+&’ &#*’, %#%%% %#%%% %#%%% %#%%$ %#%’+ %#%,$ %#%%% +%#"%’
绿色 $)#(*( $)#&,* %#*&( %#%,) %#%&) %#%%% %#%%, %#%’% %#%%$ %#%&+ ")#’%+

深绿色 ’,#$)+ ,"#+$* %#’’$ &&#%+* %#%%% %#%%% )#"&$ %#%,& %#&%$ %#%%% )&#*)+
深绿色 $)#"$( ’%#)&’ &#’,& &#*’+ %#%,$ %#%+$ %#,*) %#%%% %#%%, %#&&( +’#&%,

黑色 ’&#*"( $)#**& %#"*) &#)&) %#%%* %#%%’ %#%%, %#%$* %#%%% %#%%) +$#+(%

),&增刊 丛 众等：丹东绿玉石的宝玉石学特征研究

 
 

 
 

 
 

 
 

 
 

 
 

 
 

 
 

 
 

 

 

 

 

 

 

 

  

 
 

 



图! 丹东绿样品"#的红外光谱图

$%&’! ()*+,-./012*03+4,"#

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采

用飞利浦567898"射线荧光光谱仪，对丹东绿的

代表性样品进行了主要元素化学成分分析，测试人

夏晨光，结果见表!。从表!中可知，丹东绿的主要

成分为:%;7、<&;和=7;（烧失量中主要是=7;）。

其中:%;7为!9>!8?!!@>A@?、<&;为88>BB?!
8C>!7?、=7;为D>!A?!#B>B@?，均较为稳定，变

化范围不大。:%;7平均值为!A>78?，<&;平均值

为8B>8D?，=7;平均值为#!>9#?。次要成分中

$,;和$,7;! 的变化范围也不大，$,;为9>C?!
#>8?，$,7;!为#>A!?!7>CB?，E$,;是引起颜色

的主 要 原 因，F47;! 为9>7A?!9>89?，G0; 为

9>7A?!8>7!?。其他成分H07;、<I;、E%;7、57;A

表! 丹东绿部分代表性样品的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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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 :%;7 F47;! $,7;! $,; <&; G0; H07; K7; <I; E%;7 57;A L;( E1.04
浅绿色 !@’A@ 9’!C #’A! #’89 8C’!7 9’CD 9’79 9’97! 9’9D# 9’99@ 9’A# D’BC #99’!9
浅绿色 !B’@@ 9’!D #’@A 9’C9 8@’7# 9’8D 9’#C 9’97C 9’9B9 9’9## 9’7D #7’7A #99’7

绿色 !B’A 9’!B 7’8C #’# 8A’@D 9’@8 9’#C 9’9!# 9’9C8 9’99C 9’9!A #7’@C #99’#C
绿色 !@’7C 9’89 7’B9 #’7A 8C’!9 9’A8 9’#C 9’97@ 9’9@A 9’99C 9’98A D’!A #99’9A

深绿色 !A’!A 9’7A 7’CB #’9A 8B’## 9’7A 9’#@ 9’977 9’9D9 9’99@ 9’97D #!’D8 #99’#7
深绿色 !7’CD 9’!@ 7’@A 9’DA 88’BB #’DC 9’#@ 9’9AD 9’9C7 9’99D 9’## #B’!D #99’87

黑色 !9’!8 9’!7 7’79 #’7 8A’9B 8’7! 9’#@ 9’97A 9’9BD 9’9## 9’9!@ #B’B@ #99’!!7
均值 !A’78 9’!A 7’!# #’## 8B’8D #’! 9’#C 9’9! 9’9C 9’9# 9’#A #!’9# #99’7!

等的含量都很低。

可见，随着颜色加深，:%;7含量逐渐降低，<&;的

含量也逐渐降低，烧失量明显升高；:%;7、<&;、E$,;、

G0;、F47;!及烧失量已经占了百分比的极大部分；除

个别样品外，次要组分中大部分的$,;!#>A?，$,7;!
"7>A?，这也表明次要组分在不同颜色的丹东绿玉

石样品中的质量分数很低，而其他杂质元素则更低，

从而进一步说明不同颜色丹东绿玉石中的主要矿物

组成是蛇纹石、镁橄榄，其他杂质矿物很少。

!’7’7 微量化学成分

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采

用$%II%&0I<FE制造的=)M(G5M<:（N4,3,I."）

对丹东绿的代表性样品进行了微量元素化学成分分

析，测试人张良圣，结果见表8。从表8可知，微量元

素的含量都相对较低，含量最高的微量元素为OI，

为B7>DP#9QB!C@>8P#9QB，平 均 值 为@B>#7P
#9QB；元素J,、R0、HS、<1、GT、(I、:S、G*、5/、:3、

NU、RT、ES、VW、=1、N/、E3、XS、LU、E0、),、E4、J%、

EY、=2的含量则相对较低，平均值都在#P#9QB以

下，其中),最低，为9>997BP#9QB。说明热液交代

作用形成的矿区，被交代的原岩不是超基性岩而是

大理岩。

!’! 丹东绿玉石的结构和构造

丹东绿玉石的结构主要有#粒状变晶结构：主

要由镁橄榄石矿物组成，呈粒状镶嵌，是玉石的主要

结构之一；$网格、网环状结构：蛇纹石沿橄榄石的

裂理进行交代，橄榄石呈残留状存在于蛇纹石的网

脉中，是玉石的主要结构之一；%叶片变晶结构：由

蛇纹石和水镁石等组成，是玉石中的常见结构；&叶

片柱状变晶结构：主要由柱粒状镁橄榄石和叶片状

蛇纹石组成。

丹东绿玉石的构造主要有#均质块状构造：由

单一颜色蛇纹石化镁橄榄石矽卡岩组成，基本无其

他杂色的块体，色调有绿色、墨绿色和黑色，黑色者

颜色欠美观，光泽暗；$斑花、斑点构造：大理岩呈残

留体组成大小不同斑花或斑点分布于基地色调中；

%纹带状构造：深浅不同绿色呈细纹带状相间排列，

组成树枝状或不规则网状；&角砾状构造：玉石因后

9!#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9卷

 
 

 
 

 
 

 
 

 
 

 
 

 
 

 
 

 
 

 

 

 

 

 

 

 

  

 
 

 



表! 丹东绿部分代表性样品的微量元素含量 !!／"#$%

"#$%&! "’#(&&%&)&*+(,*+&*+,-.,)&’&/’&.&*+#+01&

.#)/%&.

样号 &" &’ &( &) &* &"’

+, -.%’ (./* (.’) #.*0’ #.0% (.’0
!1 #.(*" #.((0 #.%)- #./"- #.0’ #.%0%
23 ".00 "./ "./) "./- ".)’ ".%*
4 "/.% ’".* "-.- "-.’ "/.% *.*0
56 0.0’ "" *.)) "#.% *.#( -./0
57 ".’’ #.%#( #.%-- ".( ".0 #.*’/
8, ".#( #./-- #.00’ #./)) ".%0 ".)(
59 (.** #.*/ #.(%" #.)-% #.*(0 #.*")
:; -0.) %’ -)./ -’." )%.% %’.*
<= #.0-’ #.()" #.()( #."*( #."’’ #.)#(
>? #.-(* #.)#( ".#/ #.#)* ).%- #./#-
26 ).%) %.)’ /.0 ’.(" "0 ’-.*
@ (./% "./’ #./(0 #.’%/ ".(( ".’%
8? #.’0/ #.-(" #./’ #.(’( #.()- #./%%
A7 #."() ".#% #.0") #."- #.(-0 #.’(/
5B #.##/ #.#(- #.#"" #.#" #.#(/ #.#(’
C; #.##* #.##0 #.##) #.##0 #.##- #.##/
2? #.#%’ #.#)- #.#/* #.#/- #.#/( #.#0/
5D #.#%- #."// #.#-- #.#"/ #.()) #."’(
!= (.#0 %.*/ /./’ ".(0 0.0* (.""
+= /.’ (.0 (./ #.*#/ ’.’* "./(
51 -.%’ %.’% 0.(/ ".%0 /./( ’.()
E6 #.*"* #.0*% #./** #."0/ #./00 #.’’’
8B (.’’ ".%% #.)(% #.(#) ".( #.%/%
2F #.0% #.’%% #.#%% #.#/) #."*) #."#-
G9 #.#)" #.#% #.#"0 #.##- #.#(" #.#(0
<B #.0#0 #.’(- #.#-/ #.#(* #.’ #."#0
H? #.#-0 #.#(( #.##) #.##% #.#(’ #.#")
IJ #.0#% #."-/ #.#)/ #.#"- #.")- #."#-
K7 #."#* #.#/0 #.#"( #.##- #.#/’ #.#(0
G6 #.("" #."/ #.#/0 #.#"* #."() #."(
HF #.#(% #.#’’ #.##* #.##/ #.#’ #.#"*
@? #.’/ #."’- #.#0) #.#(* #."’/ #."(*
+9 #.##/ #.#’" #.#"/ #.##* #.#’/ #.#’/
H= #.#-’ #."/’ #."(% #.#0) #.#0) #.#/(
L #.%)* ’.00 ".%’ ’.- ’.’* ’."*
>1 #.##" #.##( #.##/ #.##’ #.##( 未检出

HM #.#"’ #.#"- #.#"/ #.##% #.#/ #."-
E? ".’( ’.0* #.-/* ".’( ".*) "".(
!, #.#(% #.#/) #.#(’ #.#’" #.#(0 #."-/
HN #.’’" #.#/ #.#0’ #."0/ #.")/ #.’00
O "."( #."** #.(’% ".’/ " ’.’
:6 ’-.% ’*." "’.* ’%.( "%.% "/./
KP #.-*’ #.-%" #.(’/ #.%0( #./00 #.()0

期构造引起破碎呈不规则角砾又重新胶结形成。

2.! 丹东绿玉石的物理性质

!透明度：主要属于微透明，即当样品厚度为几

厘米时，将其放于灯上，可透过光，但是隔着玉石样

品已无法看见其背后的物体。当丹东绿样品颜色变

深时，透明度逐渐变差。"光泽：主要呈玻璃光泽至

蜡状光泽。#密度：在实验室里用静水力学法对样

品的密度进行测定，得出样品的密度值如表0所示

为’Q0/$’Q)/R／3F(。%折射率：在实验室利用折

射仪对丹东绿样品进行折射率的测试，结果见表%。

& 摩氏硬度：镁橄榄石的摩氏硬度为%$)（汪建明

等，’##’），蛇纹石的摩氏硬度为/Q)$0Q0（王时麒

等，’##)），因橄榄石部分蚀变为蛇纹石，故丹东绿的

摩氏硬度应界于橄榄石和蛇纹石之间。

表3 丹东绿样品的密度值 R／3F(

"#$%&3 4&*.0+5,-.#)/%&.

样品 " ’ ( / 0 % ) - * 均值

密度 ’.%(’.%0’.0/’.0%’.%#’.%"’.%)’.%)’.)/’.%(

表6 丹东绿样品的折射率

"#$%&6 7&-’#(+01&0*80(&.,-.#)/%&.

样品 " ’ ( / 0 % ) - * 均值

折射率".0%".0-".0)".0%".0*".0)".0)".0*".0-".0)

/ 结论

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可见丹东绿玉石样品蛇

纹石化强烈，部分保持着镁橄榄石假像，蛇纹石、镁

橄榄石、水镁石、白云石的镜下特征明显；通过对丹

东绿玉石样品进行&射线粉晶衍射、红外光谱等大

型仪器的测试，可知丹东绿样品的主要矿物成分为

蛇纹石和镁橄榄石，其他的次要矿物成分还有白云

石、水镁石，少量伊利石和极少量的绿泥石；丹东绿

玉石的密度为’Q%(R／3F(，折射率为"Q0)，摩氏硬度

应界于橄榄石和蛇纹石之间。

7&-&’&*(&.

+,2=;SN7;R，K=;:7;RSN9，+,9@7;RT,=;R，"#$%.’##".E=M17U67V167W
S7,3B11UU6731DD1D=;BR173N1F,3=M61DV6,3V,7;,;X,=7Y+,=7A=DD,P
［X］.23,1;V,=<17M7R,3=2,;,3=，(%（’）："-/$"*%（,;5N,;1D1）.

+,9<97N=,=;B:N9=;RI1N79."**/.C;Z1DV,R=V,7;7PVN161M=V,7;DN,U
?1V[11;UM=316R7MBF,;16=M,S=V,7;=;B1Z7M9V,7;7PI7;RR79EM=,;,;

+,=7;,;RE67Z,;31［X］.<17M7RJ=;B>1D79631D，(：0($0-（,;5N,W

;1D1[,VNG;RM,DN=?DV6=3V）.

E1;RL1;DN,=;B+,9<=7\9,."*-’.C>2U13V69F]VM=D7PA,;16=M［A］.

!1,T,;R：23,1;31E61DD（,;5N,;1D1）.

H9I1T,=;."*)).̂ 61YD1=63N>1U76V7PI=;B7;R<611;A,;,;R]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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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0*4*#$：5+’*"#+670"6"$8

*/+69-/:*.0;"<&:*#+，=!>（*#&:*#0;0）2

?+#$@*+#A*#$+#BC:0#D:+"6"#$2EFFE29%#*G%04+B0A+’0-*+6"<;0-8

H0#’*#*I0BH%-0H0-*B"’*’0［@］2@"%-#+6"<70"6"$(，JJ：KFF（*#&:*8

#0;0L*’:M#$6*;:+N;’-+/’）2

?+#$C:*G*，D:+"&:+":"#$，O%7%+#$，!"#$2EFFP2Q*%(+#@+B0;*#
&:*#+［1］230*4*#$：C/*0#/0,-0;;，EF（*#&:*#0;0）2

?%&:%#6*#+#BC%#R"%4*+#$2STT=270"6"$*/+6/:+-+/’0-*;’*/;"<4+B0

-0;0-.0;*#30*L+$"%"<Q*%(+#&"%#’(［@］2&:*#+5"#UA0’+66*/1*#8

*#$V#B%;’-(，PP：E>（*#&:*#0;0）2

?%D:0#2EFFT2)*’:"6"$(+#B70#0;*;"<1+$#0;*%AU-*/:W"/X;*#

3"-"#!0H";*’"<M+;’0-#)*+"#*#$+#BC"%’:0-#@*6*#［!］230*4*#$：

&:*#+Y#*.0-;*’("<70";/*0#/0;（*#&:*#0;0L*’:M#$6*;:+N;’-+/’）2

D:%@*/%#2EFFF2&"AH"#0#’<0+’%-0+#B’:0%;0"<;0-H0#’*#0［@］2

C’"#0，SE：JJ（*#&:*#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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