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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 includes southeastern Yunnan and North Vi~nam，which locates among the Nanhua，Yangtze and Indio—China 

Blocks．is a key target to study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ern Asian．There is a deformed—metamorphic dome 

outcrops in the La~unshana area． Southeastern Yunnan． It had been divided into the Later Silurian Nanwenhe granite． 

the Neoproterozoic Xinzhai Formation and the Paleoproterozoic Mengdong Group in the recently 1／5O00O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s． 

，I1le SHRIMP zircon U—Pb dating have been done first on the quartz—hornblende-plagiogneiss from the Mengdong Group．and the ages of 

two magmatic zircon groups are 761±12Ma(N：l1，MSWD ：0．85)and 829±10Ma(N：10，MSWD =0．36)。respectively． 

Combined with the crystal features，CL images，concordant of U—Th—Pb ages(the D％ are 2．6 and 4．8．respectively)and the 

correlation index(0．64 and 0．19，respectively)，761-4-12Ma should present the crystal age．and 829 4-10Ma should presented the 

age of an older magmatism．These ages suggested that there should have the Neoproterozoic magmatism in the area，and the Mengdong 

Group should be a Precambrian metamorphic sedimentary and magmatic cornplex．Besides these．the inherited zircons with≈1．83Ga 

U—Pb dating indicated that there should have the paleo．proterozoic basement rocks in this area．The coexist quartz—plagio．amphibolite 

have rare-earth element and trace elemen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OIB，and the quartz hornblende—plagiogneiss have similar 

geo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 beside low TiO2，P2 O5，K2 O，Rb，Sr，Eu contents and moderate Nb-Ta negative anomaly，which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crystal fraction and crust．contaminate．The geochemistry and tectonic setting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samples suggested 

that their protolith should be basaltic to basaltic．andesitic magmatic series related to mantle—plume．Based on these mention above，the 

Laojunshan area，Southeastern Yunnan should located in the cross region of the Nanhua Rift and the Kangdian Rift during breaking．uD 

of the Rodinian Super．continent in the Neoproterozoic． 

Key words Neoproterozoic magmatism，SHRIMP zircon U．Pb dating，Geochemistry．Southeastern Yunnan 

摘 要 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出露了一套 穹隆状 变形一变质岩系，新近完成的 1：5万都龙幅、麻栗坡县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报告，将其分解为晚志留纪南温河花岗岩、新元古界新寨岩组和古元古界猛硐岩群。首次对猛硐岩群的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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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玉平等：滇东南新元古代岩浆岩：SHRIMP锆石 U-Pb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组成证据 917 

~：4-rT SHRIMP锆石 U．Pb定年，结合阴极发光图像分析，获得两组岩浆锆石的结晶年龄分别为 761±12Ma和 829±10Ma， 

指示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存在新元古代岩浆活动，同时从 同位素年代学上，表明猛硐岩群是一套前寒武纪的变质沉积一岩浆杂 

岩。此外，还获得一些年龄为 1．83Ga的残留锆石，表明该区存在古元古代的结晶基底。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及共存的斜长 

角闪岩，它们的原岩具有大陆裂谷背景下玄武质一玄武安山质岩浆系列的地球化学特征，可能与新元古代 Rodinia超大陆聚合一 

裂解过程 中的岩浆活动有关，本区在新元古代可能位于南华裂谷与康滇裂谷的交汇部位。 

关键词 新元古代岩浆活动；SHRIMP锆石 u—Pb定年；地球化学；滇东南 

中图法分类号 P588．1；P597．3 

1 引言 

新元古代 Rodinia超大陆(Moores，1991；Hoffman，1991； 

Dalziel，1991)，是 近年 来颇受关 注 的重 大科学 问题之一 

(Zheng，2003)。随着华南新元古代沉积作用(Wang and Li， 

2003；郝杰等，2004)、古地磁学(Evans et a1．，2000；Yang 

et a1．，2004；Li et a1．，20tMb)、尤其是岩浆岩年代学及地球 

化学取得的新进展，愈发凸显出华南在 Rodinia古陆重建中 

的重要地位(Zheng，2004)。大量新近获得的年龄数据显示 ， 

华南新元古代岩浆活动主要集中在 740—850Ma(Li et a1．， 

2003a，and— _eIenees in this paper；Ling，et a1．，2003；Wang， 

et a1．，2003；郑永飞等，2004；Li，et a1．，2004a；朱维光等， 

2004；尹崇玉等，2003)。尽 管对其成因 尚存 争议 (Zhou， 

et a1．，2002；Wang，et a1．，2004)，但多数学者认为与(超级) 

地幔柱背景下的裂谷环境有关。 

华南新元古代岩浆岩广泛分布于扬子地块周缘及北部 

的黄陵地区，但在扬子地块南缘一西南缘的桂西到滇南之间 

的大片地区，目前尚未见有关新元古代岩浆活动的报道。上 

述“空白”区域核心地带的滇东南及相邻的越南北部，即黄 

汲清先生(1954)所称的“越北古陆”，位于华南地块、扬子地 

块和印支地块等几大构造单元之间，是探讨华南大地构造格 

局及其演化历史的关键地区之一(Zhong，et al。，1998；董云 

鹏等 ，1999，2002；吴浩 若，2003)。在滇东 南老君山地区 

(图1A)，出露了一套穹隆状变形一变质岩系，其上与变质程 

度极低的下古生界地层以构造接触 ，成为探索该区是否存在 

前寒武纪岩石的重要“窗 口”。由于有关的研究十分薄弱 

(张世涛等，1998；吕伟等，2002)，特别是年代学研究几近空 

白，对其时代归属长期存在较大争议。云南省冶金厅地质勘 

探公司 310队(1962)将其命名为二腾岩组 ，认为其属于前震 

旦纪①；1：20万马关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云南省地质局第 

二地质大队，1976)将其时代推断为早寒武世一中寒武世②； 

薛玺会等(1989)将其归属于下寒武统一震旦系(张世涛等， 

1998)；在印支三国 1：100万地质图中，其南延入越南北部的 

相应部分划归上元古界一下寒武统(Phan，1991)。近期完成 

的 1：5万都龙幅、麻栗坡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将其解体 

为晚志留纪南温河序列花岗岩、新元古界新寨岩组和古元古 

界猛硐岩群③。 

本文采用 SHRIMP方法 ，首次对猛硐岩群中的石英角闪 

斜长片麻岩进行了较系统的锆石 u—Pb定年，获得其原岩形 

成的同位素年代学证据，并开展 了初 步的岩 石地球 化学 

研究 ，进而探讨原岩的成因和大地构造意义。 

2 地质背景和样品描述 

滇东南老君山穹隆状变形一变质岩系，出露于 NW 向文 

山一麻栗坡断裂和 NNE向马关一莲花塘断裂之间，云南省麻栗 

坡县、马关县与越南接壤的地带。根据岩石变形一变质特征， 

发育在核部岩系中的剥离断层系和盖层岩系中的叠瓦状正 

断层系等构造形迹及其组合特征，李东旭等(1995)首先将其 

命名为“老君山变质核杂岩”。1：5万都龙幅、麻栗坡县幅区 

域地质调查报告 ，将其命名为“南温河变质核杂岩”(图 1)。 

其南延入越南北部 的部分，称为 “Song Chay dome”(Roger 

et aL，2000)或 “Song Chay massif”(Maluski et a1．，2001)。 

鉴于两者实际上是统一的整体，Liu et a1．(2003)统称其为 

“Laojunshan—Song Chay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图 1 B中 

的 LS MCC)。 

猛硐岩群出露于老君山变质核杂岩核部 ，包括南秧田岩 

组和洒西岩组。南秧 田岩组为二云片岩、二云石英片岩、 

石英片岩夹少量斜长角闪岩 、斜长片麻岩及斜长变粒岩； 

洒西岩组以黑云变粒岩、条带状变粒岩与石英岩为主，次为 

浅粒岩、斜长角闪岩、斜长片麻岩及少量钙硅酸盐岩。 

本文样品采 自位于老君山变质核杂岩的中心地带的猛 

洞乡老鸹山南(El04。41．5 ，N22。53．6 )。在该地带外围出 

露大面积的南温河片麻状花岗岩，南秧田岩组呈孤岛状残留 

体产出(图 1A)，与南温河片麻状花岗岩具有一致的片麻理 

产状，反映两者经历了统一 的后期变形一变质作用。本文研 

究的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呈浅灰色透镜状一似层状产出， 

中一粗粒含斑结构、片麻状构造，矿物定向排列明显。显微 

镜下观察，主要矿物组合为斜长石(为中长石一拉长石，含量 

约 6o％)+角闪石(为富铝钙质角闪石系列的浅闪石．韭闪 

① 云南省冶金厅地质勘探公司310队，1962．麻栗坡南秧田白钨矿 

床普查报告。 

② 云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区 

域地质调查报告(1：2O万)马关幅。 

③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队，1999．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质图说明书(1：5万)老君山幅、麻栗坡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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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含量约25％)+石英(含量约 20％)，副矿物组合为锆石、 

金红石 、榍石、夕线石、褐帘石、铁钛氧化物、磷灰石等。斜长 

角闪岩呈灰黑色透镜状产出，中一细粒结构、片麻状构造，矿 

物定向排列明显。显微镜下观察，主要矿物组合为角闪石 

(为富铝钙质角 闪石系列 的浅 闪石一普通角闪石，含量约 

65％)+斜长石(为中长石一拉长石，含量约20％)+石英(含 

量约 5％)+黑云母(含量约 5％)，副矿物组合为榍石(含量 

可高达2％)、金红石、褐帘石、铁钛氧化物、及少量 的磷灰 

石、锆石等。在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和石英斜长角闪岩中， 

均可见粒状半自形榍石包裹金红石和／或钛铁矿构成的包含 

结构，板片状他形一半自形榍石与长柱状 自形角闪石构成的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岩石学报 2006，22(4) 

共结结构，以及石英波状消光和拉长拔丝等变形结构 ，表明 

岩石经历了降温减压变质一变形过程，从 中一下地壳经韧性 

剪切而隆升至上地壳。 

由于斜长角闪岩的锆石含量低、采集样品量较少，所以 

未能分选足够的锆石。而从约 3kg的 DN052号石英角闪斜 

长片麻岩样品中，通过常规选矿方法分选出较多的锆石。在 

双 目显微镜下，这些锆石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结晶学特征 ：大 

多数锆石呈浅棕褐色短柱状，透明度高、晶形较完整、表面较 

光滑；少数锆石呈深棕褐色粒状或短柱状，透明度低 、晶形 

不完整、表面发育熔蚀凹坑。 

图 1 老君山地区区域地质略图 

(A据 l：2O万和 l：5万地质图②’③简化编绘；B示意研究区在华南大地构造中位置
，底图据 Li 以 (20o3)~Wang 8̂ (2003))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sketch of the Laojun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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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锆石分析数据的U—Pb谐和图解 

Fig．3 The U—Pb concord figures of the zircons analysis data 

4．2 岩石化学成分分析 

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和石英斜长角闪岩的化学成分分 

析数据见表2。从表 2中可以看出，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为 

中基 性 (SiO2=53．25％ ～55．28％)、低 TiO2(0．84％ 一 

1．24％)、富A1203(22．87％ ～23．38％，)，偏碱性贫钾(N 0 

+K O =4．82％ 一6．19％ ，N O／K，0 =19．0～25．3)、 

低 P20 (0．12％ 一0．15％)；石英斜长角闪岩为基性(SiO2= 

49．69％ 一50．30％)、高 TiO2(3．40％ ～3．47％)、亚碱性低钾 

(N％0+K2 0 =3．18％ ～3．64％，N O／K20=2．2～4．7)、 

低 A1203(11．52％ ～13．28％)、高 P205(0．70％ ～0．80％)。 

两类岩石的 Zr(321×10～～578×10 )、Hf(12．9×10～一 

19．1×10一。)、Nb(24．5×10一。～45．5×10一。)、Tla(2．37 

×10 。～3．80×10一。)含量和 Nb／Y(0．54～0．99)、Zr／Sm 

(30．9～48．2)、Zr／Y(6．9～13．5)比值均较高，而 Zr／Nb(8．7 
～ 23．6)和 Hf／Th(0．16～3．20)比值较低 ，类似于板内玄武 

岩及其分异产物的特征(Condie，1989；Wilson，1989)。 

921 

表2 猛硐岩群变质岩浆岩的化学成分(主成分 wt％ 。微量 

成分 ×10 )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meta—magmatites from 

Mengdong Group(major wt％，trac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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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5．1 原岩的成因 

考虑到岩石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质一变形过程，低场强 

元素(Rb、sr、Ba、K、Na等)可能发生了一定 程度 的迁移。 

因此，选用在变质作用中活动性较小的稀土元素和高场强 

元素(Nb、Ta、Zr、Hf、P、Ti、Y等)来探讨原岩的成因。 

在 Zr／(TiO ×10 )．SiO 图解中(图略)，石英斜长角闪 

岩投影于碱性一亚碱性玄武岩区，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投影 

于响岩区；在 Nb／Y-Zr／(TiO ×10 )图解 中(图略)，石英 

斜长角闪岩投影于碱性玄武岩区，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投影 

于流纹英安岩／英安岩区。由此推测，前者的原岩为亚碱 

性一碱性玄武质岩石，后者的原岩为碱性一亚碱性玄武安山 

质岩石。 

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配分图解中，石英角闪斜长 

片麻岩和石英斜 长角 闪岩总体表 现出相似 的右倾特 征 

(图4)，并与洋岛玄武岩(OIB)具有类似的配分模式。其中， 

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具有中等的 Eu异常，反映原岩可能经 

历了斜长石的分离结 晶过程。岩石的微量元素蜘蛛图解 

(图5)，石英斜长角闪岩具有与 OIB一致的 MORB标准化模 

式，反映它们具有相似的成因。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显示出 

uLE(Rb、Sr、Ba、K)的亏损和 Th的富集，这可能与后期的变 

质和蚀变作用有关 ；而从 Ta—Yb，总体与石英斜长角闪岩及 

OIB接近，其中Ti、P的强负异常和 Nb、Ta的弱负异常，反映 

了原岩可能为原始岩浆经历了钛铁矿和磷灰石等分离结晶 

作用、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地壳混染的产物。 

在 FeO -MgO-AI2 O3图 解 中 (Pearce et a1．，1977； 

图略)，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和石英斜长角闪岩，分别投影 

于大陆区和扩张中心岛屿区；在 TiO2—10×MnO一10×P O 

图解 中 (Mullen，1983)，均 投 影 于 洋 岛碱 性 玄 武 岩 区 

(图 6)；在 2×Nb Zr／4一Y图解 (Meschede，1986；图 7)、 

酱 
＼  

工臣 

壮 

La Ce Pr Nd Sm Eu GdTb DyHoEr Tm YbLu 

图4 球粒陨石标准化 REE配分图解(图例下同) 

Fig．4 Chondri~-normalized REE spider diagram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岩石学报 2006，22(4) 

Zr—Zr／Y图解(Pearce，1982；图略 )和 TiO2-Zr图解 (Pearce 

et口1．．1977；图略)中，均显示出板 内玄武岩的特点；在汪 

云亮等(2001)的 Ta／Hf-Th／Hf及 Nb／Zr-Th／zr构造环境判 

别图解中(图略)，分别投影在大陆拉张带及初始裂谷玄武 

岩区、陆内裂谷及陆缘裂谷拉斑玄武岩区。综合岩石学和 

地球化学特征，我 们认 为石英斜 长角闪岩和石英角闪斜 

长片麻岩的原岩，可能属 于大陆裂谷环境 下与地幔柱有 

关的玄武(玄武安山)质的岩浆系列 。前者 的原岩可能为 

原始岩浆结晶形成 的玄武质岩石 ，而后 者的原岩可能为 

前者经过结晶分异的残余岩浆、遭受一定程度地壳混染 

的玄武安山质岩石。 

图5 MORB标准化微量元素蛛网图解 

Fig．5 MORB—normalized trace elements spider diagram 

T i 02 

MnO P20
5
木10 

图6 TiO2—10×MnO一10×P2O5构造环境判别图解 

Fig．6 TiO2-10 × MnO一10 × P2 05 tectonic setting 

discrimina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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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2 

Zr／4 Y 

图 7 2×Nb—Zr／4．Y构造环境判别图解 

Fig．7 2×Nb—Zr／4一Y tectonic setting discrimination diagram 

5．2 不同锆石年龄的涵义 

锆石 SHRIMP法 U—Pb定年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石英角 

闪斜长片麻岩，具有 761±12Ma、829 4-10Ma和 1831 4-15Ma 

三组锆石年龄。根据 U—Th—Pb年龄的谐和度、U—Th含量的相 

关性，我们认为，761 4-13Ma代表了原岩岩浆钴石的结晶年 

龄，表明猛硐岩群可能为一套发生了强烈构造变形的古元古 

代一新元古代沉积一火山杂岩，而不是 1：5万区域地质调查 

中认为的归属于早元古代。同时，829 4-10Ma岩浆锆石的出 

现，反映了岩浆源区的地壳组分中可能存在较早的一期岩浆 

活动。Lan et a／．(2001)在越南北部的 Song Hong杂岩中，也 

发现了新元古代锫石(838 4-45Ma)。这些年龄数据表明，老 

君山地区及其所在的越北古陆可能存在两期新元古代的岩 

浆活动。郑永飞(2003)根据马国干等(1989)的分析数据 ，采 

用全 Pb／U等时线获得湖北宜昌莲沱组凝灰岩夹层 766 4- 

18Ma的岩浆锫石年龄和 802 4-7Ma的继承锆石年龄，进而提 

出在扬子板块北缘出现过短周期的局部地壳物质再循环，表 

现为新生火成岩沿裂谷构造带的重融和再侵位。本文研究 

的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的原岩，可能也具 有类似的形成 

机制。 

1831 4-15Ma可以代表新元古代岩浆侵位过程中捕获的 

古元古代末一中元古代初地壳岩石的结晶年龄，显示滇东南 

地区存在早元古代的结晶基底。在越南北部的 Song Hong杂 

岩和 Cavinh杂岩中，报道过2．90—2．36Ga和 1．96Ga锆石年 

龄(Lan，2001；Nam，2003)，进一步表 明华南地块西南段存 

在古元古代一中太古代的结晶基底。 

5．3 大地构造意义 

目前 ，有关滇东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生代、特别是晚 ． 

古生代以来的时段内，在大地构造、岩石学、沉积学等方面取 

得了诸多重 要进展 (Zhong，et al，1998；董云鹏 等，1999， 

2002：吴根耀等，2000，2001；张旗等，2001；吴浩若，2000， 

2003；秦建华等，1996；梅冥相等，2003；吕洪波等，2003)，深 

化了对华南大地构造格局及其演化规律的认识。我们首次 

利用 SHRIMP锆石 U—Pb法，获得滇东南老君山地区猛硐岩 

群之石英 角闪斜长片麻岩的原岩岩浆锆 石年龄为 761 4- 

12Ma，并获得残留锆石年龄为 1831 4-15Ma，从同位素年代学 

方面证实本区存在前寒武纪岩石，是一个具有元古代结晶基 

底的陆块 ，为进一步揭示华南大地构造格局及其演化规律提 

供了基础资料。 

华南新元古代酸性一基性岩浆岩在时空上与大陆裂谷 

非常密切，而没有同时代典型的岛弧火山岩和弧前沉积或构 

造，所以不支持火山弧模式(Zhou et a1．，2002)。同时，证据 

表明华南在新元古代曾发生显著的地 壳抬升和去顶 (Li 

et al，1999)，这与板 片拆沉作 用及造山后 “坍 塌”(Wang 

et al、，2004)在构造上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川I西下震旦统 

苏雄组和汉南下震旦统铁船山组双峰式火山岩中的碱性玄 

武岩，具有与OIB和CFB非常相似的地球化学和同位素组成 

特征(李献华等，2002；凌文黎等 ，2002)，表明扬子块体西缘 

和北缘约 800Ma前的裂谷作用和火山活动是地幔柱活动引 

发的结果，支持华南新元古代(超级 )地幔柱模式(Li et al， 

1999，2001，2003)。 

本文研究的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和石英斜长角闪岩的 

原岩，形成于新元古代、并具有大陆裂谷玄武岩及其分异产 

物的地球化学特征，进一步支持了约740—825Ma华南(超 

级)地幔柱模式。考虑到晚古生代一早中生代南盘江一右江 

盆地的发育，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及其所在的越北地块，在新 

元古代时可能位于南华裂谷一岩浆岩带之西延与康滇裂谷一岩 

浆岩带之南延的交汇部位，从而填补了桂西到滇南之间尚未 

有新元古代岩浆岩报道的空白，使围绕扬子地块周缘的两大 

裂谷一岩浆岩带贯通相连。康滇裂谷由于奠基于地壳成熟度 

较高的“康滇古陆”之上，经早震旦世的陆相火山一沉积和晚 

震旦世早期的冰盖沉积充填，至晚震旦世晚期活动性减弱而 

夭折。而南华裂谷奠基于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之间地壳成 

熟度较低的Greenville期造山带之上，新元古代之后形成一 

个大致沿浙、赣到桂 、越(南)呈剪刀状张开的海盆(任纪舜 

等，1990)。除钦州一防城一带外，该海盆在华南地域内于早 

古生代 中一晚期 由于加里东运动 而闭合 (吴浩若 ，2000， 

2003)。 

我们进一步推测与滇东南老君山地区相邻的瑶山群、哀 

牢山群等前寒武纪地块中，有望找到新元古代的岩浆岩，并 

通过年代学、古地磁学和地球化学研究，进而构筑一幅更为 

清晰的 Rodinia古陆聚散过程及其后的华南大地构造格局演 

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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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根据上述讨论，初步小结如下： 

’ (1)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 的原岩结晶年龄 为 761± 

12Ma，显示滇东南地区存在新元古代岩浆岩。同时，829± 

10Ma锆石的出现，反映可能存在短周期的局部地壳物质再 

循环。年龄一1．83Ga残留锆石的发现，表 明本 区具有早元 

古代的结晶基底。 

(2)石英斜长角闪岩和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的原岩，可 

能属于大陆裂谷环境下与地幔柱有关的玄武质一玄武安山 

质的岩浆系列。石英斜长角闪岩的原岩可能为玄武质岩石， 

而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的原岩可能为前者结晶分异 、并遭受 
一 定程度地壳混染的产物。 

(3)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及其所在的越北地块新元古代岩 

浆锆石的发现，表明其可能位于南华裂谷西延与康滇裂谷南 

延的交汇部位，从而将扬子地块周缘的华南新元古代裂谷一 

岩浆岩带联成一体，本文研究支持 Rodinia大陆裂解与740— 

850Ma地幔柱有关的观点。 

致谢 本文完成期间，与西澳大学李正祥博士、中国地质 

调查局天津地质矿产调查中心李惠民研究员进行了深入广 

泛的交流，使笔者受益匪浅。SHRIMP分析得到国土资源部 

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刘敦一先生、石玉若博士、陶华工程师、杨 

之清工程师、张玉海高级工程师、万渝生研究员等的指教和 

帮助，岩石化学分析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李禾高级工程师、闫欣高级工程师和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 

研究所李荪蓉高级工程师和冯家毅工程师的帮助，cL图像 

分析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徐平研究员、 

毛谦工程师和马玉光工程师的帮助。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及其同行评议专家给予的信任和支持，是本项目得以顺利开 

展的基础。胡瑞忠研究员和刘丛强研究员对本项 目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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