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 状 断 裂 及 其 在 内 生 金 属

矿 床 形 成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地壳上部广泛发育着环状断裂及与其有

关的环状岩浆杂岩体和各种各样的内生金属

矿床
,

这在 目前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

环状

构造的时代可以是很古老的
,

也可以是新生

代的
。

随着时代由老变新
,

见有一种相当明

显的趋向
,

即地壳中环状构造
、

环状岩浆杂

岩体及与其伴生的矿床的作用越来越大
。

这

一趋势
,

看来反映了地壳的固结作用在不断

增长
。

许多大型和特大型的内生金属矿床
,

常

与环状断裂有关
。

这就给地质人员提出了一

个任务 要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研究环状断裂

并揭示它在成矿过程中的作用
。

可以划分出以下四个环状断裂成因组

在区域构造变动作用下产生的 环 状 断

裂 , 与形成盐丘和底辟褶皱有关的环状

断裂 , 水火山作用现象所造成的环状断

裂 , 在上侵的岩浆熔融体机械活动作用

下形成的环状断裂
。

地壳中分布最广的是最

后一组
,

本文将着重讨论
。

在上侵岩浆机械活动作用下产生的

环状断裂之最主要特征

成因性质 环状断裂并不是由于区域

构造变动的作用
,

而是在环状岩浆杂岩体生

成过程中出现的局部放射状变动作用下形成

的 , 这 些 杂 岩体参与中心型火成岩体
、

火

山一深成岩体和火山岩体的组成
,

同 时 也是

岩钟
、

岩株
、

爆发岩筒和下陷火山口的组成

部分
。

上 浸的岩浆熔融体
,

通常是沿构造薄

弱带 略微开放的地段
,

深大断裂的交汇和

连接地段 向地壳上层运动
,

穿插
、

切穿并

熔化围岩岩层以及形成中的侵入体 上 部 外

壳
。

波尔卡诺夫 曾经指出
,

上佼岩浆

的机械活动性是由于下列因素引起的

重力分异现象 岩浆熔融体中的内部压

力 , 熔融体中液相与气相之间的相平衡

被破坏
。

在酸性岩浆熔触体向比较垂的隽性

岩层侵入过程中
,

熔浆向上浮起
,

这与沉积

岩层中岩盐浮起的情况差不多
,

这就在上升

的岩浆柱之顶部和其周 围的狭窄晕圈内
,

造

成了一种局部的放射状变动环境
。

如果上浸

熔融体中的内部压力大大超过了上授岩层 的

压力
,

则由于这种内压也可以产生类似上述

的环境
。

熔浆沿薄弱地带向地壳上层快速运

动时
,

压力急剧降低
,

但它的温度却来不及

有多大下降
。

如果存在这种跳跃式 降 压 的

话
,

溶于熔浆中的气体将开始沿整个体积猛

然析出
,

从而造成爆炸
。

这种机理对于爆发

岩筒的形成是有代表性的
,

特别是在火山活

动的过程中更是屡见不鲜
。

爆炸的能员十分

巨大
。

起码在中心型的火山中
,

爆炸过程常

破坏圆锥形火山机构的上部
,

向上喷出数以

几立方公里的火山岩
。

形态及内部构造特征 属于环状断裂

的有 纯环状
、

半环状
、

弧形圆柱状
、

圆锥

状中心楔形和围斜断裂 还有大型裂隙和与

其密切相关的直线形裂隙
,

它们共同圈定水

平截面上呈圆形或近于圆形的柱状块段
。

直

线形裂隙为一些大型的放射状断裂
、

集中于

弧形带或环绕多边形块段的直线形断裂以及

作放射状和同心环带状排列的小裂隙
。

环状断裂的规模相差怂殊
,

可以是形成

网脉带的小裂隙
,

也可以是大型环状断裂
,

其规模是由中心型 侵 入 体
、

火山一深 成 岩



体
、

爆发岩筒以及其他火成岩体的直径所决

定的
。

其中
,

爆发岩筒的直径可由数十米至

公里或更大
。

最大的环状断裂与下陷

火山口有关
,

横截面直径有时可达 儿 十 公

里
。

环状断裂的延深程度也不一样
。

例如
,

与花岗岩类有关的许多爆发岩筒
,

延深可达

米 , 金伯利岩岩简可达 公里 , 含

碳酸盐岩石 的超基性一碱性岩中心型侵入体

可达 公里以上
。

不同类型的环状断裂
,

其内部构造也不

一样
。

最常见的是
,

大型环状裂隙及断裂与

环状和弧形的岩墙一起产生
,

有时 也 与 矿

体伴生 最大的断裂则与岩脉带一起出现
。

此种岩墙的厚度可为几十厘米的小岩脉或横

向几百米的岩墙
。

有时岩墙具有熔蚀的火成

接触带 也有时被断层泥
、

糜棱岩
、

角砾岩

及不同厚度的小裂隙密集带等环边围绕
。

有

一种环状和弧形断裂及内部构造复杂的大型

裂隙分布很广
,

具有被火成破坏的岩带包围

的一系列平行和近于平行的节理
,

宕带总厚

度常达数十米
。

北天 山的克孜耳一奥姆普里

中心型火成岩的某些圆锥状中心楔形大断裂

即是这方面的例证
,

在其横截面上糜棱岩及

断层泥的总厚度常达几十米
。

空间分布规体 这里要谈的
,

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环状岩浆杂岩体的空间

分布规律 二是岩浆杂岩体的内部构造及环

状断裂在其中的分布
。

目前已经确定
,

环状

岩浆杂岩体及与其有关的环状断裂
,

是在具

有明显的块断构造的地壳刚性固结地段形成

的
。

在地盾
、

古老地台
、

中心地块
、

褶皱区

的早期固结带及活化带内
,

环状岩浆杂岩体

及断裂分布最广
。

在地槽区发育的造山和次

地台阶段之火山岩带中
,

中心型的火山岩
、

火山一深成岩以及爆发者筒 和下 陷火山口分

布很广
。

在洋壳地槽发育早期阶段的基性岩

火山带中
,

看来上述类型的环状杂岩体也很

发育
。

在环状岩浆杂岩体的范围内
,

见有不同

类型环状断裂的各种组合
,

由此产生了不同

构造类型的环状岩浆杂岩体及与其 有 关 的

浆期后产物
,

其中可以划分出 一 以某一种

类型断裂为主导的比较简单的环状岩浆杂岩

体 一不同类型的环状断裂组合在一起的复

杂岩体
。

第一组中
,

又进一步划分为以下环

状岩浆杂岩体构造类型
,

即
一

以环柱状断

裂及大型裂隙为主导的杂岩体 , 一 以圆锥状

断裂及裂隙为主导的杂岩体 , 一 以放射状断

裂为主导的杂岩体
一 以放射状和同心排列

的小裂隙为主导的杂岩体 , 一 以构造断裂为

主导的杂岩体
。

第二组划分为以下构造类型
一环柱状

与圆锥状断层组合的杂岩体
一环状与放射

状断裂和大型裂隙组合的杂岩体 , 一具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环心的杂岩体 一具有迭加于

环状断裂之上的构造断裂及裂隙的杂岩体
。

环状断裂产于单独环心的周围
,

这个环

心可以在侵入体或火山一深成 岩体的 几何中

心上
,

也可以是不对称分声
。

环状岩浆杂岩

体具有两个
、

甚至三个环心的情况 比 较 少

见
。

有时在侵入体或火山一深成岩体范围内

有一个主环心
,

还有二
、

三个次要的环心
。

由于岩浆杂岩体范围内环状断层数 量 的 不

同
,

可以划分为单环形和多环形的侵入体
、

火山一深成岩体及爆发岩筒等
。

发育史的特点 环状断裂的发展史至

今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

环状断裂的发育史又

恰恰是极其特殊的
,

与构造断裂截然不同
。

大型的构造断裂
,

如象深部断层
,

具有

漫长而复杂的发育史
。

对于古老地台和地盾

的深部断层而言
,

就常要经历数以几亿年计

多至 一 亿年或更长的时间
。

褶皱区深部

断层的地质发展史
,

也要漫延几千万年到几

亿年
。

与上述断层相比
,

大型的环状断裂作为

一种与局部放射状变动有关的断层
,

它具有

较短的发展史
,

并且总是与环状岩浆杂岩体

的生成历史相依为命的
。

既便是阜杂多期的

岩浆杂岩体
,

其发展史看来也不会超过几千

万年
。

例如
,

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表明
,

阿

尔丹的穆伦斯克碱性火山一
深 成岩体的形成



与环粉断级及环状岩桨杂岩体有关的内生矿床类皿 裹

矿矿 床 类 型型 有 用 组 分分 矿 体 形 状状

名名 称称 含矿岩石或围岩岩 主 要要 次 要

岩 桨 矿 床

晒鄂 ⋯途 铿竺 ,一一 ⋯—⋯一一匡二二
, 钙钦矿一钦一磁 超基性一碱性岩中心型 甲 。。

一‘ , 。 ,

立脚生

—⋯退全燮哩燮丝一博二

—
兰竺兰竺坚 ⋯一 一。 公 超基性一碱性岩中心型 ‘ 岩株

、

不规 则 状 矿

羊兰
—

一

⋯馒坐史些塑继
一

一二立一

—
竺里竺一一 一 一

, 、 裸小 姐 中心型侵水体中的铺妮 「 向碱性岩岩体之中心
让

‘”‘

一
‘

钙钦矿暗霞正长岩及磷
、 、 、 、

。 , , 。 , 、 】

一

—
卫岂一 一 ——

二兰星兰生一 ⋯
——访份公 中心型侵入体中的磷灰石 甲 产千中心楔形圈锥状 」‘ , 。 , 。 、

, , 平口 、斗 , 犷了 韶马 ‘ ‘ 、 谧暇 获业日 , 占硬卜石 之珍 招必 矛卜 叮口 少勺 ‘
山

,

昌二 义 , 、 户

一 队叼 叼 期从个 曰八肠确冲

破 盆 岩 矿 床

, 二 , , 引 碑灰石一磁铁矿一镁橄 ⋯阵灰石一磁铁矿 岔尝星二福笔益二希款 】。
。 。 甲 。 , 。、 , , 二 , 二 。。 , ,‘

阿扒叼 福认 , 榄石岩石
、

方解石碳酸
、 、 、 、

岩株
、

网状脉
、

矿带
盐岩

, 铀烧绿石一烧绿
’

七 。 二 , 外 。 、、 个 。 , , 甲 、 , ,

岩株
、

矿带
、

网状脉
、

偿沉郑们 那郑 方 解 石 碳 酸 盐 岩
、

丁
、 、 、

票津
、

监监、罗叭孙
“

石 肝 叼 裤 肛 皿 口
‘ 、 “ 、 ‘ 件“ ,

’ ‘ “ ,

“ 矿柱
、

弧形脉

。

二护 , 架。 、二二 。‘ 、二二
、 。 ,

有 矿带
、

透镜体
、

网
‘

黔
’ 一

”’
、

纂蒜器髻
““ 一 ”

、 。 时
痴

、

叫巍
、

而脉
一

”

矽 卡 岩 矿 床

云 母
中心型超基性一碱性岩
岩体中的自交代矽卡岩
和其他交代岩

矿带
、

矿脉
、

透镜体

铁 矿
爆发岩简中的矽卡岩化

爆发角砾岩
管状和脉状体 安加拉伊利姆矿床

爆发岩筒中的英安岩及

粗面岩角砾 管状 持列普恰 南斯拉
夫

热 液 矿 床

中心型侵入体中的绢云

母化石英二长斑岩
人二。 、

环形网脉状矿体

花 岗 斑 岩 岩 株

爆发岩筒角砾岩

不规则状 网脉状矿体

克莱马科斯 美国

厢 日盗矿由的 一

二五二竺
,

丈床
月

网脉状矿体
、

脉带 布鲁克塔矿床

花岗斑岩岩钟顶部

中的变质石英闪长岩
不规则状

、

网脉状矿体
德日金矿田的英

库尔网状脉



人 亡沛 毛班 」山山

爆发岩筒角砾岩
、、 、 、 、 、

岩株
、

弧形脉
、

不规规

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化花斑岩岩 则状矿层层

目儿 口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铅一锌锌锌锌锌锌

铀 一稀土一铂铂 弱碱性花岗岩岩株株
、

弧形和团锥状围斜带带

之之之之外接触带带带带 中的线状矿脉脉

牡 一铀铀 火山一深成岩体中中 线状矿脉
、

矿带带

的的的的碱性岩岩岩岩岩

硫化物一锡石石 凝灰岩及火山角砾岩岩 岩颈及其外接触带中中

的的的的的的的线状矿脉脉

英英英英安岩
、

流纹岩岩 岩脉
、

脉带带

花花花花岗斑岩及石英斑岩岩 管状网脉状矿体体

角角角角砾岩岩岩岩岩

铜铜 爆发岩筒角砾岩岩 环形管状岩体体

沿沿沿沿花岗闪长斑岩和和 锥形网脉状矿体体

石石石石英闪长斑岩发育育育育育

的的的的次生石英岩岩岩岩岩

二二二二长斑岩
、

角砾岩岩 环形管状矿体体

霏霏霏霏霏霏霏霏霏霏霏霏霏细岩岩 人。、

半环形管状矿体体金一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铜
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长岩岩株株 人 产于中心楔形锥状裂裂

金金金金金 隙中的弧形矿脉脉

岩岩岩岩颈中的英安岩喷喷 脉状及似脉状矿体体
出出出出岩体体体体体

复复复复杂岩颐中的角砾砾 人 同心环带状及弧形排列列

岩岩岩岩及响岩岩岩岩 的管状及似脉状矿体体

铅 一锌锌 爆发岩筒角砾岩岩
、

脉状
、

似脉状矿层层

及及及及及及及弧形半弧形矿体体

主主主主要是在下陷火山山
、 口 、 、 。。 放射状排列的矿脉脉

口口口口的外接触带内内内内内

火火火火山一 深成岩体之之
、

放射状排列的矿脉脉

火火火火山岩层层层层层

铜 一铅一锌锌 爆发岩筒与灰岩之之
、 、

人 复杂的弧形矿体
,,

接接接接触带带带带 具矿枝枝

铁一 稀土土 花岗正长岩之内
、、 、 、 、

水平截面为圈形
、、

外外外外接触带带带带 镰刀形及弧形的管管

状状状状状状状矿体



中心型侵人体及火

山一深成岩体

透镜体
、

不规则状

的矿层 产于锥状

断层之活化地段中

中心型火山岩 矿脉
、

透镜体
、

矿

巢
、

弧形层状矿体

下陷火山口之内部 似脉状矿体
、

网状

脉
、

层状矿体

网脉状矿体
、

透镜

一一一一

一

巢一矿一体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火山口断层中

火山口之外接触带 矿巢
、

透镜体
、

环

状断裂与构造断裂

交汇处的不规则状

⋯ ⋯矿层

爆发火山岩筒

岩颈的爆 发 角砾

岩
,

闪长粉岩岩株

之外接触带

、 、

入丁。。。 小矿巢
、

不规则状

的交代矿体

凯纳姆 不列颠哥伦

比亚
、

维德罗吃美国

祖皮
、

纳瓦奥 美国

弧形矿脉及陡倾柱

状矿体

波尔库特
、

包沃罗特

外喀尔巴吁

历史只经历了近 千万年 , 东非中生代含碳

酸盐岩的超基性
一
碱性环状岩浆杂 岩 体的历

史也不超过 千万年
。

比较简单的岩浆杂岩

体
,

它的形成历史看来要短得多
。

有时可以

见到较大的半环状和弧形断裂
,

常是一个岩

脉或脉束
,

具有熔蚀的火成接触带
。

这种断

裂的发展史显然是极有限的
,

只有几千年
,

也可能是几万年
。

对环状岩浆杂岩体和与其有关的环状断

裂所做的详细构造 一
地质研究表明

,

它们的地

质发展史常常不仅是受局部的放射状变动制

约
,

而且还受迭加于其上的区域构造变动影

响
。

北天山的克孜耳
一
奥姆普里深 成 岩体的

环状和弧形断裂
,

是在晚石炭世
一
晚二迭世期

间局部放射状变动的作用下生成的
,

在整个

中生代和第三纪期间内
,

几乎没有 什 么 活

动
。

在整个北天山晚第三纪 一第四纪强 烈 的

活动期内
,

该深成岩体的圆锥状中心楔形大

断裂也开始活动
,

同时沿此断裂产生运动
,

错动幅度可达数百米
。

与环状断裂和环状岩浆杂岩体

有关的内生矿床

与环状断裂和环状岩浆杂岩体有关的内

生矿床
,

数量甚多
,

成因不一 表
。

环状岩浆杂岩体的发展历史及与其伴生

的内生金属矿床的特点之间
,

见有一种固定

的联系
。

综合性的内生矿床
,

通常赋存于分

异良好的复杂
、

多期的中心型侵入体和火山
一深成岩体之中

,

含碳酸盐岩的超从性
一

碱性

岩侵入体即是最好的例证
。

还要指出的是
,

产于环状断裂和环状岩

浆杂岩体的许多矿床属于大型和特大型
,

例

如
,

克拉半岛的希宾含磷灰石岩体
,

克莱马

科斯铂矿床
,

布拉登
、

科翁拉德及与其类似

的矿床
,

克利普里一
克里克金矿床 等 等

。

与



中心型的超基性
一

碱性岩体有关的泥
、

饰组稀

土
、

云母等矿床
,

规模也非常之大
。

环状断裂在与其伴生的内生矿床形成过

程 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型的环状断裂是

导浆通道和容浆空间
,

对岩浆期后 矿 床 而

言
,

则是导矿通道和容矿构造要素
。

这种构

造决定着与其有关的矿 田
、

矿床和矿体之最

主要特征以及矿体形态
、

产状和其中矿化的

分布规律
。

因此
,

从这一点来看完全与构造

断裂类似
。

作者认为
,

除上面所说的以外
,

环状构造要素
,

如同构造断裂一样
,

在循环

热液中形成导致成矿的热动力和物理化学异

常
。

与环状断裂及坏状岩浆杂岩体有关的内

生矿床构造类型见表
。

表中划分的三个矿

床构造类型之间
,

在与环状和构造断裂的关

系方面
,

存在着很大差别
。

例如
,

在决定与

花岗岩类和碱性岩岩钟及岩株有关的矿床的

最主要构造特征时
,

放射状和同心环带状排

列的小断裂起了主导作用
。

在与下陷火山口

有关的第二类矿床中
,

起主要作用的是构造

断裂和比较小的环状构造要素
。

在与中心型

火山
、

火山一深成岩体
、

侵入体以及 爆 发岩

筒有关的第三类矿床中
,

环状和构造断裂对

于不同的亚类是极不相同的
。

多数情况下
,

第一亚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环状构造要素 ,

第二亚类中
,

构造断裂的作用明显增长
,

尤
以环状岩浆杂岩体之外接触带 最 明 显 第

三
、

第四亚类中
,

构造断裂常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
。

与环状断级及环状岩桨杂岩体有关的内生矿床构造类型 裹

矿矿 床 构 造 类 型型 构 , 亚 类类 矿 体 形
‘

态 及 其 排 列列

一一
、

与花岗岩类和碱碱 , 产于花岗岩类和 , 性岩岩 ”和““ 中中 不 同 形 状 的 网 脉 状 矿 体体

性性岩岩钟
、

岩株有关关
·

产于隐伏于深部的花岗岩类和碱性岩岩岩

的的矿床床 岩钟
、

岩株之顶部部部

二二
、

与下陷火山口有有 产于下陷火山口之内部部 矿脉
、

简单和复杂的似脉状矿体
、

矿巢
、

具具

关关的矿床床 产于边缘火山口断裂中中 网脉状矿化的裂隙带 各种形状的网脉状矿矿

产于火山口之外接触带带 体 放射状及同心团状似脉状矿体体

三三
、

与中心型火山
、、

产于中心型火山
、

火山一深成岩和侵侵 网脉状矿体体

火火山一深成岩体
、

侵侵 入体以及爆发岩筒范围内内 筒状矿体体

入入体以及爆发岩筒有有有 环柱状矿体体

关关的确长长长 放射状矿体 不同形状的网脉状矿体 线形形

矿矿矿矿脉 似脉状矿带及透镜体 不规则的交代代

矿矿矿矿层
,

各种形状矿体之组合

产于中心型岩筒火山
、

火山一深成岩岩 一个方向的心脉状矿体
,

不同方向的似脉脉

体体体和浸入休范围内及其外接触带中中 状和环状矿体
,

岩体和侵入体中的不同形状状

矿矿矿矿体及其外接触带内网脉状矿化 放射状及及

弧弧弧弧形排列的矿体

产于爆发岩筒和中心型火山一深成岩及及 半弧形外接触带中的直线形和弧形矿体

侵侵侵木体之外接触带中中 放射状排列的矿脉和似脉状矿体
,

爆发岩筒筒

外外外外接触带变动增高地带的不规则状交代矿体

产于隐伏于深部的爆发岩筒及中心型侵侵 半环状和弧形矿体 放射状排列的矿脉及及

入入入体中中 似脉状矿体
,

不同形状的网脉状矿体



与环状断裂和环状岩架杂岩有 关 的 矿

床
,

具有其特殊的矿体形态
,

常为环状
、

半

环状和弧形矿脉
、

岩株和管状矿体
,

水平截

面上呈圆形
。

上述矿床中
,

矿体的分布规律

也表现出许多特点
。

多数情况下 ,

矿体主要

是分布在 中心型侵入体
、

火山和火 山一
深 成

岩体以及爆发岩筒
、

下陷火 山口 之内部 , 产

于外接触带的情况要少得多
。

在构造断裂起

主要作用的环状岩浆杂岩体内
,

矿体常超出

外接触带
,

有时超出很大距离
。

例如
,

稀土

碳酸盐岩的矿体有时竞超出超基性
一碱 性 岩

岩体达 公里
。

环状岩浆杂岩体中矿化分布的最重要特

点是
,

在环状断裂的局部活化地段和环状断

裂与构造大断裂的交汇部位
,

常见到矿化的

富集
。

例如
,

塞罗
·

德
·

帕斯科矿床
,

大型

的弧形矿体集中在火 山颈被近南北向断层和

东西向大型裂隙交 切的地方
。

在环状岩浆杂岩体中
,

经常见到矿体的

同 心 环 带状分布
。

例如芒特
一
莫根金

一
铜矿

床
,

阿 尔 巴 拉斯塔赫 阿尔丹
、

阿里诺

瑞典 和霍玛
一

’’尼亚 的碳酸盐岩矿床

等
。

结 论

环状断裂和与其有关的广布于地壳刚

性固结地段的环状岩浆杂岩体
,

在 成 因 性

质
、

形态和内部构造特点
、

空间分布和排列

规律及其发展地质史等方面
,

均与构造断层

有很大区别
。

作为与局部放射状变动有关的断裂
,

环状断裂存在的时间常是 比较短暂的
。

在迭

加的构造变动影响下
,

它们可能活化
,

从而

具有复杂的内部构造
。

由此
,

其发展历 史的

期间可能拖
一

长
。

环状断裂在空间和成因上与环状岩浆

杂岩体有关
。

岩体的内部构造取决于环状与

构造断裂的复杂组合
,

二者间的量比关系由

于下列因素而可能极不相同 环状岩浆

杂岩体的地质构造位置 决定环状岩浆

杂岩体位置的深部断裂之发展史 , 岩体

的剥蚀水平
。

与环状断裂及环状岩浆杂岩有关的内

生矿床
,

为数甚多
,

成因不一
,

其中包括

岩浆矿床
、

碳酸盐岩矿床
、

矽
一

岩矿床和热

液矿床
,

不少是属于大型和特大型的
。

这些矿床最主要的地质
一

构 造 特征取

决于 环状和构造断裂的复杂组合
,

不

同的矿床构造类型
,

二者的量比关系是极不

相同的 矿体的特殊形状
,

其中以环形
、

半环形
、

弧形脉状和似脉状矿体以及水平截

面为圆形的岩株
、

管状矿体等为主要形态 ,

矿体分布的特殊性 矿体常产于环状岩

浆杂岩体范围内
,

有时则在 鞋外接触带 , , 。

矿体的同心环带状分布及矿化富集于环状断

裂之局部活化地段
,

是此类矿床的 典 型 特

点
。

晋还摘译 自 几 “ 及 以

狱 双 狂 ”业 》 , ,

灿
, 一

属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