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0-0569／2007／023(09)·2263-73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岩石学报 

湖南瑶岗仙钨矿床流体包裹体特征及其意义 

王巧云 胡瑞忠H 彭建堂 毕献武 武丽艳 刘华 苏本勋 

WANG Qia0Yun ，HU RuiZh0ng ，PENG JianTang ，BI XianWu ，WU LiYan ，uU Hua ， and SU BenXun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贵阳 550002 

2．中国科学院研究牛院，北京 100039 

3．冈山大学地球物质科学研究所，三朝町，鸟取县 682-0193 日本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39，China 

3．Institutefor Study ofthe Eaah’S Interior，Okayama University，Misasa，Tottori 682-0193，Japan 

2007-03．28收稿 ．2007-05．27改回． 

Wang QY，Hu RZ，Peng JT，Bi XW ，Wu LY，Liu H and Su BX．2007．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luid 

inclusions from Yaogangxian tungsten deposit in south of Hunan．Acta Petrologica Sinica，23(9)：2263—2273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ominant types of fluid inclusion related to metallogensis in Yaogangxian quartz·vein wolframite deposit 

and skarn scheelite deposit：liquid·rich inclusion．gas·rich two·phase inclusion and daughter·minerals bearing polyphase inclusion．The 

homogenized temperatures and salinity of fluid inclusions in quartz range from 180~C to 300~C and from 0．88 to 6．45 wt％ NaC1 eqv，of 

the inclusions in garnet vary from 190~C to 300~C and from 0．1 to 8．95 wt％ NaC1 eqv respectively．Density of the fluids is 0．81— 

0．89g／cm ．These features represent that the fluids are medium temperature．1ow density and low salinity in the two types of fluids in 

this tungsten deposits．Pressure of the fluid was 120—160MPa，indicating that the two types of tungsten deposits were formed at depth 

of 7—9km．The analytic results get by Laser La man Spectroscopy，indicate that the fluid is rich in volatile components，such as CH4
， 

CO2 and H2 O．Therefore，from the form ation of the skarn scheelite to the quartz·vein，the fluid is the transitional fluid between magma 

and hydrotherm a1．Since Yanshanian Period，this area suffered asthenosphere upwelling，lithospheric extension，thinning and crust— 

mantle interaction，SO the fluid riched in C·H of W·bearing quartz vein of Yaogangxian tungsten deposit most likely came from mantle 

transition belt or asthenosphere． 

Key words Yaogangxian，Quartz·vein wolframite tungsten deposit，Fluid inclusion，Laser Raman spectroscopy，Origin of the 

minera】substance 

摘 要 对瑶岗仙石英脉型钨矿床的石英、萤石和夕卡岩型钨矿床中石榴石流体 包裹体的岩相学特征研究表明，与成矿 

有关的包裹体主要有三类：富液相、富气相和含子晶的多相 包裹体。脉型钨矿床 中石英 包裹体均一温度范围为 18O℃ 一 

300oC，盐度 O．88—6．45 wt％NaC1 eqv；矽卡岩型钨矿床中石榴石 包裹体的均一温度范围为 190oC～300 oC，盐度 O．1～8．95 

wt％NaC1 eqv；成矿溶液的密度为O．81～O．89g／cm ，表 明形成这两种类型矿床的成矿流体均属于中温、低盐度、低密度的流 

体；成矿压力为 120～160MPa，成矿深度约为 7—9km，因此该矿床是在 中高压力、中深成条件下形成的。激光拉 曼探针分析 

表明，石英中包裹体的气相成分比石榴石中的更富含 CH 、CO 和 H O等挥发份，说明流体是一种介于岩浆与热液之间的过 

渡性流体，具有上部偏液、下部偏浆的特点。由于该区自燕山期以来软流圈上隆，岩石圈经历了强烈的伸展、减薄作用和壳幔 

相互作用，而 c．H还原性组分的增加，指示流体很可能来 自于深部的地幔过渡带或者软流圈。 

关键词 瑶岗仙 ；石英脉型黑钨矿矿床；流体包裹体；激光拉曼探针分析；成矿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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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对于石英脉型黑钨矿矿床成因问题的研究 ， 

多数认为该类矿床的形成与 S型花岗岩或改造型花岗岩密 

切相关(冶金部南岭钨矿专题组，1985；卢焕章，1986；王昌 

烈等，1987；袁 中信和张宗清 ，1992；毛景文等，1995；毛景 

文，1997；刘义茂等，1998)。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以 

来，许多学者提出了形成石英脉型黑钨矿矿床的成矿流体不 

是稀薄的溶液而是粘稠的流体的观点，突破 了高中温热液充 

填成矿和仅有地壳流体参与成矿作用的传统认识。如朱焱 

龄等(1981)认为形成黑钨矿石英大脉的流体是以 SiO 为主 

的熔融体 ；林新多等(1986)和陈依壤(1995)从矿脉关系、围 

岩蚀变、石英脉的晶洞特征、黑钨矿中 MnO／FeO比值变化等 

诸多方面的研究，认为湖南瑶岗仙石英脉型黑钨矿矿床的流 

体是一种介于岩浆与热液之间的过渡性流体，具有上部偏 

液、下部偏浆的特点。并且，近年来对南岭地区多金属矿带 

成矿背景的研究发现，千里山花岗岩属于铝质碱性花岗岩 

(赵振华等，2000；柏道远等，2005)，高钾 、低铝，sr、Nd、O、 

Pb、0s等同位素的组成以及花 岗质岩石中暗色微粒包体 的 

特征均说明，在矿床形成过程中伴随有壳幔相互作用、深源 

物质的加入和深源岩浆活动(赵振华等，2000；朱金初等， 

2003；马铁球等，2005；付建明等，2006)。 

关于湖南瑶岗仙钨矿床的地质构造、岩石地球化学以及 

同位素年代学等方面已有较多研究 (陈依壤，1981，1988， 

1992；Peng et a1．，2006)。然而对该矿床流体包裹体的工作 

仅限于对包裹体特征及成矿溶液性质的研究(卢焕章，1986； 

倪纪文，1994)，尚未开展构造期次、岩相学等详细限定的单 

个流体包裹体的研究 以及对成矿流体演化机制的探讨。作 

为古流体的样品，矿物中捕获的流体包裹体能够很好地指示 

流体成矿的全过程，因而在矿床研究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 

(范宏瑞等，1998；卢焕章等，1999；Lu et a1．，2003；Parnell 

et a1．，2000；Jia et a1．，2000；Smith and Henderson，2000； 

Wilkinson，2001；Alfons et a1．，2001；范宏瑞等，2003)。为 

了更深入地研究瑶岗仙钨矿成矿流体的性质和演化，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流体包裹体的岩相学特征及其产出 

的构造特征 ，对瑶岗仙钨矿流体包裹体进行了显微测温和激 

光拉曼探针分析 ，从而确定瑶岗仙钨矿成矿流体的性质，并 

讨论成矿物质来源及其成矿机制。 

1 地质背景 

瑶岗仙钨矿区地处南岭东西复杂构造带北端 ，加里东隆 

起带与印支．燕山凹陷带的交汇地带(林新多等，1986)。该 

区广泛发育不同类型的褶皱和断裂 ，并伴随着相应的岩浆活 

动和成矿作用，形成了现今以北东一北北东褶皱和断裂为主 

导的构造格架(图 1；车勤建等 ，2005)。自北西向南东主要 

构造有清江向斜、瑶岗仙背斜、二都向斜等北东向大断裂，以 

及相关的北西、北西西向的次级断裂。瑶岗仙背斜南部倾灭 

端与北东向大断裂交汇部位控制着瑶岗仙矿区，北西向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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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向次级断裂控制着黑钨矿一石英脉型钨矿床和矿体的分 

布(周柏生等，2002)。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有寒武系浅变质砂岩 、板岩，中泥盆 

统砂岩、砂砾岩、页岩，中、上泥盆统灰岩、页岩，下、中石炭统 

灰岩 、砂岩、页岩，下侏罗统石英砂岩、长石砂岩、砂砾岩、页 

岩，其中泥盆统地层为含矿的主要层位(图 1；陈依壤 ，1981； 

林新多等，1986；周柏生等 ，2002；Peng et a1．，2006)。瑶岗 

仙钨矿赋存于燕山早期花岗岩体 内外接触带，以外带为主， 

尤以岩体隆起部位的中心地带最为发 育，是湖南首次发现的 

“五层楼”式脉钨矿床，即从花 岗质岩体顶部到浅变质围岩， 

依次出现五个矿化层次 ：尖灭带一大脉带一薄脉带一细脉 

带一线脉带(陈依壤 ，1981；林新多等，1986)。瑶岗仙复式 

岩体沿老虎垄背斜的走向转折端侵入 ，断裂裂隙发育。岩浆 

岩有四期，并伴随四期六个阶段的矿化(刘德镒 ，1994；芮宗 

瑶等，2003)： 

第一期花岗岩 ；～，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年龄为 

177～178Ma，属燕 山早期活动产物；形成砂 页岩中石英细 

脉，细脉浸染型白钨矿化及石灰岩中的夕卡岩型白钨矿体。 

第二期花岗岩 ；～，中粗粒白云母花岗岩，它与 ； 为 

穿插关系，主要分布在岩体 的中部；形成含辉钼矿、绿柱石 

的黑钨矿石英脉。 

第三期花岗岩 ；一，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绝对年 

龄为169Ma，仍属燕山早期活动产物；与 ； 为穿插关系， 

主要分布在岩体的东侧 ；形成黑钨矿石英脉。 

第四期花岗岩 ；一，中细粒白云母花岗岩，又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形成含锡石、硫化物的黑钨矿石英脉，第二阶段 

形成含大量硫化物的黑钨矿石英脉，第三阶段为碳酸盐阶段。 

2 样品描述及分析方法 

矿石样品主要采 自矿区的杨梅岭、和尚滩等处，样品共 

计 76件，均属第二期花岗岩侵入阶段形成的矿物，包括矿区 

的第 1、2、10、16、19、21、23和 25等 8个中段 (标高分别为 

1540m、1340m、1000m、820m、710m、630m、610m 和 590m) 

(图2)。矿石类型发育齐全，包括蚀变岩、石英脉 型矿石 

(图3A，B，C)和夕卡岩型矿石(图3D)。从中挑选了代表性 

样品 24件，磨制包体片共计 31个，其中石英 24个，石英晶 

簇 2个 ，萤石 3个 ，石榴石 2个。 

对主要矿物石英 、萤石和石榴石中的流体包裹体进行 了 

显微测温和激光拉曼探针成分分析。包裹体显微测温采用 

LINKAM—TMS94／1500型 冷 热 台，仪 器 测 定 温 度 范 围 在 

一 196~C～+600~e，冷 冻数据 和均一 温度 数据精 度均为 

±0．1℃。激光拉曼探针分析在英 国 Renishaw in Via Reflex 

型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上进行 ，对石英和石榴子石中 

的近 50个流体包裹体的气泡进行 了扫描，波段范围包括 

H20、CO2、CO、H2S、SO2、N2、H2、CH4、C2H2、C2H4、C4H6、 

C H 的特征拉曼峰位置。两项测试均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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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瑶岗仙钨矿床地质构造图 (据车勤建等，2005；Peng et a1．，2006修改) 

Fig．1 The tectonic map of Yaogangxian tungsten deposit 

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3 流体包裹体 

3．1 流体包裹体岩相学特征 

包裹体岩相学特征在显微镜下对双面抛光的薄片观察 

得到。观察发现，在石英中含有大量的流体包裹体，其次为 

萤石和石榴石。包裹体类型多为具定向分布的次生或假次 

生包裹体(图4a，b，c，d)，占 90％ 以上，形态多为椭圆状、 

纺锤状、不规则形 ，大小在几微米到几十微米 (其中约 50％ 

在 6～lOl~m，少数达到 10～30 m，最大可达 1501,zm)，气液 

比 10％ ～40％。根据室温条件下和均一状态时流体包裹体 

的相态特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I类为富液相包裹体 ，由气相和液相组成，气相充填度 

在 10％ ～40％，是瑶岗仙矿床审最发育的流体包裹体 

(图4a，c，e)。加热后均一为液相，少数临界均一。 

Ⅱ类为富气相包裹体，由气相和液相组成，气体充填度 

在 80％以上，主要在结晶完好的石英晶簇中(图4b)，加热后 

均一为气相。 

Ⅲ类为含子矿物多相包裹体 ，由气相、液相和子矿物组 

成，在夕卡岩石的榴子石中最为发育，有时一个包裹体可以 

含有多个子矿物(图4d，f)。子矿物以透明矿物为主，且主要 

为方解石，还有碳酸盐和铍铝硅酸盐等。加热时大部分包裹 

体气泡先消失，400％ 以上子晶均未融化。 

Ⅳ类为纯液相包裹体，充填在局部裂隙中，发育少且个 

体较小，多呈椭圆状。由于其为后期次生包裹体，与成矿关 

系不密切，故未对其作进一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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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和盐度 

利用均一法和冷冻法分别对脉型钨矿的石英、萤石和夕 

卡岩型钨矿的石榴石包裹体进行显微测温。石英中气液相 

NaC1-H2O型包裹体的均一温度范围为 180℃ 一300~C，平均 

温度240~C(图5A)；冰点 一0．5℃～一4℃，盐度 0．88％ 一 

6．45％NaC1(图5B)；均一温度高者其盐度有增大的趋势 

(图6)。对萤石中包裹体测温结果，均一温度范围 170℃ ～ 

350℃，集中在 180~C～210℃；冰点 一0．4℃ ～0．6℃，盐度 

0．1％～0．7NaC1 eqv％，这与石英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 

的范围大致吻合。 

石榴石中多子晶包裹体测温结果表明，大多数含子晶的 

包裹体低温冷冻至一180~C气泡未变化，一40．CC左右气泡 

消失 ，未发 现 CO：及 CH 水 合 物，可能 含有 N：或 CO； 
一 4．4℃至一2．2℃ 气泡未变化，冰点为 一5．8℃～0．0℃，盐 

度为 0．1—8．95 wt％NaC1 eqv(图7B)；均一温度范围 190oC 

～ 300oC，集中在 210℃ ～250℃(图7A)；爆裂温度 370℃， 

400℃ 以上子晶均未融化。在盐度．均一温度散点图(图 8) 

上 ，同样显示盐度随均一温度的升高有明显增大的趋势。 

B 

] 
均一温度 (℃) 盐度(％NaCI eqv) 

图5 瑶岗仙脉型钨矿石英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A) 

和盐度(B)直方图 

Fig．5 The histogram showing in the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f the fluid inclusions in qua~z 

from Yaogangxian tungsten deposit 

均一温度(℃) 

图6 瑶岗仙脉型钨矿石英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与盐 

度散点图 

Fig．6 The homogenization-salinity diagram of the fluid 

inclusions in quartz from Yaogangxian tungsten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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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瑶岗仙夕卡岩型钨矿石榴石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A) 

和盐度(B)直方图 

Fig．7 The histogram showing in the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f the fluid inclusions in garnet from Yaogangxian 

tungsten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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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瑶岗仙夕卡岩型钨矿石榴石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 

与盐度散点图 

Fig．8 The homogenization-salinity diagram of the fluid 

inclusions in garnet from Yaogangxian tungsten deposit 

由以上特征表明，瑶岗仙钨矿的成矿流体属于中温、 

低盐度的流体。石英和石榴石的均一温度、盐度以及两者的 

关系具有显著的相似性，这反映了流体的演化特征。 

3．3 流体的密度和压力 

根据石英和石榴石的均一温度和盐度 的范围，由 NaC1． 

H O体系的温度一流体密度相图投影，得到流体的密度范围 

0．81～0．89g／cm (图9)。根据 H2O和 CO2体系联合P．T图 

解，由流体的密度范围和平均温度 240~C．可以得到成矿压 

力为 120—160MPa(图 10)，由此推算成矿深度为 7～9km， 

表明该矿床是在中高压力、中深成条件下形成的。 

3．4 流体包裹体成分的激光拉曼探针(LRM)分析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是对单个流体包裹体进行非破坏测 

定的最 为 有 效 的方 法 (徐 培 苍 等，1996；Burke，2001； 

Yamamota et a1．，2002)。对流体包裹体及其气泡成分的分 

析，可以探测各种成岩和成矿流体以及岩浆的来源和源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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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NaC1一H O体系温度一流体密度投影图(据 Bischoff，1991) 

Fig．9 The temperature—density diagram of NaC1一H2O system (Bischoff，1991) 

T(。C) 

图10 H 0一CO：体系联合 P一71图解(据 Roedder and 

Bodnar，1980) 

Fig．10 The pressure—temperature diagram of H2 O—CO2 

system(Roedder and Bodnar，1980) 

成。利用激光对单个包裹体的气、液、固相进行扫描，会产生 

对应不同成分的特征拉曼峰位置，从而判断其成分(卢焕章 

等，2004)。 

图 1 1表示石英和石榴石流体包裹体气相和液相成分的 

代表性拉曼谱图。激光拉曼探针分析表明，石英中富液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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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体的气相成分较复杂，显示除 H 0外，具较强的 CO 、CH 

成分特征峰值，弱的 H S、N 峰值 ，没有发现 CO；其液相成 

分以 H，0为主；而夕卡岩中石榴石的含子晶多相包裹体中 

成分较简单，气相和液相的成分均以 H 0为主，子晶多为方 

解石，其次为碳酸盐 、硅酸盐等。流体包裹体气相成分可分 

为以下五类 ：(1)富 CO 包裹体(图 11d)，基本由单一的 CO 

气体组成，主要存在于 I类包裹体 ；(2)CO +CH 混合气体 

型(图 11c)，存在于 I类和Ⅱ类包裹体；(3)CO +H 0混合 

气体型(图 11e)，主要存在于 I类包裹体 ；(4)CO +CH + 

H，0多组分混合气体型(图 11a，b)，主要存在于 I类包裹 

体 ；(5)富 H，0包裹体(图 1If)，主要存在于 Ⅲ类包裹体。 

石英和石榴石中流体包裹体的液相成分均以 H 0溶液为主 

(图 11g)。对含子矿物的包裹体的测定 显示，多为方解石 

(图 11h)。 

在上述图谱 中，CH 的峰位稳定地分布在 2915— 

2918cm 的区间。由此表明，瑶岗仙钨矿中的石英脉型黑钨 

矿所携带的流体是一种富 CH 等还原性挥发份的流体 ，而夕 

卡岩型白钨矿所携带的流体是一种富 H 0的流体。 

4 讨论 

成矿流体的成分可以从矿物组合 、包裹体特征及激光拉 

曼光谱测试结果，做出大致推断。 榴石包裹体的气液相成 

分均以H 0为主；而石英包裹体的气相成分较为复杂，除 

H 0外，含有较多的 c0 和 cH ，少量的 H S、N 、有机质等 

成分。由此说明从夕卡岩型白钨矿阶段到石英脉型黑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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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l 瑶岗仙钨矿石英和石榴子石的流体包裹体激光拉曼图谱 

(a)(b)(d)(e)为石英脉富液相包裹体气相成分 ，除有机质(约3600cm )外，具有强的 cO2(1388cm～，1284emI1)、CH4(2916cm )和 

H20峰值；(c)为石英脉富气相包裹体气相成分，具有强的CO2(1388cm-。，1284em )、CH4(2916cm )峰值；(f)(g)(h)分别是辉钼矿 

夕卡岩中石榴石含子晶多相包裹体的气相、液相和固相成分，气象和液相主要为 H：0，子晶多为方解石 

Fig．11 Laser La man spectroscopy of the fluid inclusion in quartz and garnet from Yaogangxian tungsten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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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成矿流体不断有 CH 、CO 和 H O等挥发份的加入。 

在相同的温度 、压力条件下，挥发份更易存留在偏液 的流体 

L}1。所以，瑶岗仙钨矿的成矿流体是一种介于岩浆与热液之 

问的过渡性流体，具有上部偏液 、下部偏浆的特点。 

上已述及，瑶岗仙钨矿的成矿流体具有上部偏液、下部 

偏浆且具有 C—H还原性组分的特征。成矿流体为介于岩浆 

与热液之问的过渡性流体表明，富含多金属元素的岩浆在 卜 

涌的过程中，由于其它富水流体 的加入使其转化为成矿流 

体。随着温度、压力的逐渐降低，成矿物质的溶解度不断下 

降，进而从流体中不断的析出、沉淀、富集 ，同时伴随有流体 

盐度的下降。与地壳的环境相比，地幔处在相对还原性的环 

境，从而适 合 CH 及其它短链烃类物质 的存 在 (杜乐天 ， 

1989)。上地幔 中的挥发份 以 CO2为主 (Giggenbach，1997； 

Lowenstern，2001)，而是否存在富含甲烷的流体尚有争议。 

80年代，国外部分学者推测地球深部可能存在大量的有机 

烃 ，并将其作为石油非生物成因的来源(Giardini and Bodnar， 

1982；Hall and Bodnar，1988)；已有研究证实地幔过渡带和 

软流罔存在未被氧化的、含 C—H系列流体(苏犁等，1999；潘 

小菲和刘伟，2005)。瑶岗仙钨矿床分布于长期拉张裂陷的 

构造环境[}1(华仁民等，2003；邱先前和刘阳生，2003；车勤 

建等，2005)，并且燕山期以来本区软流圈上隆，岩石圈经历 

了强烈的伸展、减薄作用，辉长岩、橄榄拉斑玄武岩等基性一 

超基性发生底 侵作 』『J(夏宏远 和粱书 兰，1991；马东升， 

1997)，这便为瑶岗仙钨矿 的原始成矿流体 的来源提供了构 

造背景。在流体上升的过程中，由于上部氧化条件的加强， 

部分还原性挥发份发生氧化作用转化为 H O和 CO ，但这 

不足以补充流体中 H，O的含量，地壳流体的介入便成为可 

能，这也与成矿流体 }：部偏液、下部偏浆的特征相一致。瑶 

岗仙钨矿区 与柿竹园矿区(图 1)同属于南岭东西向复杂地 

幔构造带，均为燕山早期岩浆活动的产物，具有相似的构造 

背景和成矿特征(莫柱荪，1985；宋学信和张景凯，1990；赵 

振华等，2000；黄革非等，2001；彭建堂和胡瑞忠，2001；车勤 

建等，2005)。已有研究表明，柿竹园超大型钨多金属矿床是 

在壳幔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形成的(赵振华等，2000；Zhou and 

Li，2000；马铁球等，2005)。因此，瑶岗仙钨矿的原始成矿 

流体很可能来 自于深部的地幔过渡带或者软流罔，流体在运 

移过程中，由于变质事件使其发牛了弱氧化作用并有地壳物 

质的加入，粘稠的流体逐渐变稀 ，形成了上部偏液 ，下部偏浆 

的特征。 

5 结论 

(1)包裹体测温结果表明，瑶岗仙成矿流体属于中温、低 

盐度流体；密度为 0．81～0．89g／cm ，成矿压力 为 120～ 

160MPa，成矿深度约 7～9km左右，该矿床是在中高压力 、中 

深成条件下形成的。 

(2)激光拉曼探针测试表明，从夕卡岩型白钨矿阶段到 

2271 

石英脉型黑钨矿阶段，成矿流体小断有 CH 、CO 和 H O等 

挥发份的加入，此时的流体是一种介于岩浆与热液之间的过 

渡性流体，具有 卜部偏液、下部偏浆的特点。 

(3)CH 等还原组分的增多，推测有可能来 自相对是还 

原环境的地幔过渡带或软流圈中。 

致谢 住野外丁作中湖南瑶岗仙钨矿喻平和何小平工程 

师给与大力帮助；室内样品分析测试得到秦朝建助理研究员 

的指导以及田建吉、陈兰等学长的帮助；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范宏瑞研究员审阅此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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