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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北麓主要构造岩相带浅析

以信阳地区为例

刘志刚 牛宝贵 富云莲 任纪舜

�地矿部地质研究所�

摘要 原商城群
、

苏家河群
、

信阳群具有十发复杂的结构并包容多重变质变形事件
。

从区域地质填

图角度分析
，
已具备构造一岩石 �地层�单位的典型特征和划分标志

，

且与区域构造岩相带相对应
，

故原

岩石一地层学涵义应予以废弃
。

新划分出的构造岩带或构造地层单位
，

将从构造变形
、

变质建造及构造

年代学角度反映其地质演化过程及构造属性
。

� 引 言

�� 年代以来
，

随着区域地质调查及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

对秦岭一大别山造山带基本结构及

其地质演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
。

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
，

造山带重点地段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及构

造地层学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

特别是在北秦岭带
，

通过对原秦岭群
、

宽平群
、

陶湾群
、

二郎坪群

的综合调研
，

已初步理顺区内各填图单元�相当于构造一岩石 �地层�单位的岩群
、

岩组
‘，〕
的地质关

系并建立了新的区域构造事件年代表
〔， 一

�〕 。

这些成果无疑为研究整个造山带的发展历史及其组成

提供了丰富的地质资料
。

笔者等的调研结果表明
，

桐柏一大别山造山带的主体也是由若干构造一地

层单元组成的
〔，一 ’�，。

而原苏家河群
、

信阳群已不属狭义的岩石地层单位
，

而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变质

建造组合拼合而成构造岩块 �片�或构造一岩石组合体
。

其最主要的特征是
，

内部岩性层或某种自然

岩石组合间已不具备正常的叠置关系
，

而是显现出褶叠层式的构造样式
，

且主边界通常与区域性构

造岩带
、

大型剪切带密切相关
。

因此由原岩石地层单元构成的综合地层柱也不能真实反映造山带的

构造一岩石序列及地质关系
，

而必需借助于构造一岩石 一事件法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本文即是

运用构造地层学原理对上述诸
“
群

”
进行构造解析与构造一岩石�地层�单元划分的尝试

。

� 构造岩相带划分

大别山北麓构造岩相带暨构造岩石 �地层�单元的划分
，

是以其地质体的构造变形
、

建造类型及

演化背景为依据予以分类命名的
。

从构造地层学角度出发
，

每一相带除反映特定的构造涵义外
，

还

应至少包含一个或数个符合划分标准的构造岩石�地层�单位川
。

以信阳地区为例
，

在横穿造山带的

剖面上一般可分出四条主构造岩相带
，

自北而南顺次排列为�图 ��
�

�
�

� 卧虎一睡仙桥一张家冲碰撞增生杂岩带

分布于龟山一梅山断裂 �以下简称龟梅断裂�的北侧
。

岩石一地层组成相当于原划秦岭群
、

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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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群
、

商城群的一部分��
，�、 ’ ‘ 〕 ，

隶属中朝陆块南缘早古生代活动陆缘及秦岭洋盆体系
，

是秦岭一大

别山造山带板块缝合带及北秦岭加里东褶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龟山构造岩群

分布于龟梅断裂带的南侧
。

岩石一地层组成相当于原划信阳群龟山组�
。

属缝合带变形前峰的

叠瓦逆冲岩片
。

由上
、

下叠置的两个断片组成
。

强烈卷入加里东碰撞造山
。

其南界以底板逆冲断层

翟家沟一五岳韧性剪切带与信阳群断层接触
。

�� � 信阳群浅变质岩系

地层组成相当于原划信阳群南湾组�
，

但不包括原底部含
“
砾

”
变粒岩� ，

属上叠于前泥盆系基

底岩石之上的沉积岩系�以泥盆系为主�
。

遭受强烈的华力西期褶皱
。

与南侧苏家河构造岩群以桐

柏一商城断裂�以下简称桐商断裂�分界
。

�� � 苏家河构造岩群

岩石一地层组成大体相当于原划苏家河群
。
�经重新厘定构造一地层涵义

，

建立上
、

下两个岩

组并独立划分出四里桥花岗片麻岩体�韧性剪切带�
。

���六里井构造一岩石组合体
�

主要包括原定远组及部分浒湾组地层
，

属中一浅变质的上岩组
。

���四里桥花岗片麻岩带
�

原属浒湾组地层
，

实为强烈糜棱岩化的侵入岩带
。

���徐家岭构造一岩石组合体
�

相当原浒湾组的一部分
，

属中级变质的下岩组
。

该构造岩群属扬子陆块北缘震旦纪一早古生代陆缘沉积序列的一部分
，

多旋回�晋宁一加里东

一华力西�的构造作用使其与基底强烈卷入碰撞一叠覆造山作用
。

� 构造岩相带的基本特征

�
�

� 卧虎一睡仙桥一张家冲碰撞增生杂岩带

卧虎一睡仙桥一张家冲碰撞增生杂岩是龟梅蛇绿混杂岩带的一部分
，

构成了缝合带的主体岩

石系列
。

在以往的地质文献中
，

许多研究者从岩石学
、

地层学
、

变形机制及构造几何学角度对其进行

了详细论述
，

基本确定了它的构造属性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 ‘�一 ‘ ” 。

卧虎
、

张家冲等地超镁铁质
、

镁铁

质岩块及与之伴生的变质辉长岩
、

变质基性火山岩
、

硅质岩一深水复理石
，

共同组成了以拉斑玄武

岩系列岩石为特征的洋壳岩石组合—蛇绿岩套
。

而睡仙桥杂岩
、

塘角组�即歪庙组含
“
砾

”
大理岩

的构造解析结果却表明
，

这些所谓的蛇绿岩套 已被完全肢解或已演变成蛇绿混杂岩
。

混杂岩带的岩石变形具有典型的塑性流变特征
。

如在睡仙桥
、

南湾水库等地所见
，

成分复杂的

外来岩块在塑性基质中被强烈挤压成拉长的构造透镜体
，

且在其端部显见特征的颈缩现象
。

变形域

内透入性叶理十分发育并伴生变质分异条带
，

大理岩基质已部分转化为碳酸盐质糜棱岩
。

糜棱岩内

的不对称压力影及其组构特征均显示变形机制以简单剪切占优
，

并表现为由北而南低角度的逆冲

剪切
。

这与碰撞带的宏观构造指向是完全吻合的
。

需要指出的是
，

徐辉������曾报道在塘角
、

南湾水库
、

张家冲等地的歪庙组含
“
砾

”
大理岩断块

中采集到志留纪的宏观动物化石�
。

笔者在与其相邻的龟山构造地层体中也已获得 ����
�
的变质

…
�� �。 万信阳幅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
����

，

河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
。

� � � �

�� 万新县 �大悟�幅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
����

，

河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

� 河南省地质局第三地调队
，
����

，

信阳一带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资料��
� �万�

。

� 徐辉
，
����

，

大别山北麓商城群歪庙组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

河南地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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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年龄
〔，。 〕 。

因此
，

可以推断这条蛇绿混杂岩带主剪切逆冲期应限定在加里东末期
。

但并不排除存

在后期构造事件的扰动
，

特别是有迹象表明二
，

其主冲断层龟梅断裂在后加里东阶段�华力西一燕

山期�曾发生过多次活动
，

导致部分新地层强烈卷入
。

�� � 龟山构造岩群

关于龟山构造岩群的基本特征
，

笔者在有关文章中已做过详细论述
〔，、 ‘ 。 〕 ，

并首次依据可靠的观

测资料将其划归为独立的构造地层单元��
，“ 〕 。

从 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

这一划分方案是合理可行

的
，

并已得到部分地学工作者的认同与肯定�
。

龟山构造岩群分布于龟梅断裂的南侧
，

主体由可做为构造一岩石 �地层�单位的两个叠置的岩

片组成
。

构造上属于缝合带叠瓦逆冲系统的前缘推覆体
。

主断面北倾
，

与区域顺层面理 �卜�一致
。

上岩片�����
��或称北断片紧邻龟梅断裂带

，

后者同时也是该断片的顶板断层
。

变形岩石包

括
�

含榴白云石英片岩
、

含榴石英斜长片岩
、

二云石英片岩
，

夹斜长角闪岩
、

蓝晶黑云石英片岩
、

电气

石白去片岩
、

含榴十字石黑云石英片岩
。

原岩性质为一套富含火山物质的复理石建造
。

上述岩石按

不同岩性组合拼成若干个叠置的剪切岩片
，

其中巨厚层石英质糜棱岩与 � 型褶皱的广泛发育是该

断片的典型构造特征�图 ��
。

显微构造分析表明
，
� 型线理的构造指向大致呈南北向

，

叶理的原始

产状均向北缓倾
，

由此示意至碰撞逆冲期的构造形态为一向南仰冲的叠瓦式逆冲体系
。

下岩片�����
�
�即南断片

，

由一套变细碧角斑质火山岩组成
。

变质程度较深
，

以斜长角闪岩
、

含

榴斜长角闪岩
、

含
“
砾

”
石英斜长片岩

、

大理岩透镜体
。

同变质期的紧闭同斜一平卧褶皱
、

无根片内褶

皱的发育是该断片的主要特征标志
，

代表深层次的剪切塑性变形
。

旋转石榴石的剪切指向同上断片

一致
，

显示两者具有统一的动力学机制
。

含石榴斜长角闪岩角闪石单矿物的
‘ “
��
��

，
�� 年龄值为

����� ，

表明主剪切逆冲发生在加里东末期
。

下断片的底板断层为翟家沟一五岳韧性剪切带�
，

从后

期贯入的伟晶岩脉也遭受强烈剪切变形来看
，

这是一条经受过后期改造的主边界断层
。

�� � 信阳群浅变质岩系

信阳群浅变质岩系由原信阳群南湾组演化而来��
，、 ’�，，

代表一套含古生代生物化石的中一上泥

盆统地层
〔，幻 。

沉积相大体相当于浅水复理石
，

以陆源碎屑为主
，

夹少量火山碎屑物
。

原岩组成为一

套砂泥质碎屑岩一杂砂岩
，

成熟度较低
。

经绿片岩相变质形成变杂砂岩一片状岩石组合
。

基本岩性

特征如剖面所示 �图 �
，

柳家湾一刘家祠堂段 �
，

另可分出若干岩性段
，

各段间表现为连续过渡关系
。

以往曾认为原信阳群南湾组即信阳群构造形态不甚复杂
，

仅显现为简单的单斜层�
。

但详细观测结

果却揭示其具有多变的褶皱样式
，

且主要表现为紧闭的歪斜褶皱
，

并伴生陡立而密集的轴面劈理
。

尤其靠近桐商断裂褶皱作用愈显强烈
，

甚至形成线型分布的倾竖褶皱
，

如在小庙仓园
、

十三里桥刘

家祠堂一带均有所见
，

这可能与断裂的多期活动有关
。

从整体看
，

信阳群的变形样式以不发育透入

性面型分布的剪切褶皱和区域顺层面理��
��而明显区别于主剪切推覆变形

。

其内显示的弯滑褶皱

机制表明信阳群具有收缩变形的挤压构造背景
，

即属叠覆造山阶段的产物
。

�� � 苏家河构造岩群

首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

该构造一岩石�地层�单元的划分
，

是基于对灵山岩体以西原苏家河群

� 河南省地质局第 月地调队
，
����

，

信阳一带 �� �万调查资料
。

�… 任纪舜指导
，

牛宝贵
、

刘志刚执笔
，
����

， “
中朝准地台南缘构造岩浆演化及其与南华北含油气盆地的关系

”
研究报

� 李采一等
，
����

，

河南省
“
信阳群

”
研究的新进展

。

河南区侧
�

� � � ��万信阳幅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
���。 ，

河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侧量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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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剖面进行重新观测的基础上而得以实现的
。

因而其主要划分标志包括若干重要的地质界线并

不具有区域填图意义
，

即不能做为岩带分布区的典型 �标准�构造对比剖面
，

因为原地层本身即存在

着较大的岩相变化
，

特别是定远组的差异更是十分明显�
，

加之构造失序的影响
，

致使本单元在一

定意义上仅代表大别山西段该
“
群

”
之构造一岩石特征

。

但从区域构造演化角度分析
，

岩体两侧之相

关地层仍应归属同一构造岩相带范畴
。

苏家河构造岩群是一个经历过多旋回构造作用强烈改造的复合型构造一岩石组合体
，

大体相

当于构造一岩石�地层�单位的岩群
。

晋宁一加里东构造事件奠定了这一变质岩群的基本格架
。

后

加里东事件主要反映其在陆
一

陆一叠覆造山过程中又经历了剪切一滑脱变形
。

�� �� � 六里井构造岩石组合体

相当于构造一岩石�地层�单位的岩组
。

北部边界为桐商断裂 �与南侧徐家岭构造岩石组合体暂

以四里桥片麻岩�或称四里桥韧性剪切带�分界
。

该构造岩石组合体总体呈现一套褶皱十分强烈的

变火山一沉积岩系
，

区域资料显示应属扬子陆块北缘震旦纪一早古生代陆缘拉张沉积序列
，

并相当

上部沉积楔
。

靠近桐商断裂发育一套厚度不大的浅变质岩层�见于刘家祠堂
、

铁佛寺等地�
，

相当于

原定远组部分
。

向南至分水岭一带以一套数米厚的豆荚状石英岩过渡到六里井一大塘埂片岩段
。

本

段基本岩性组成包括
�

石英片岩
、

绢云石英片岩
、

绿泥方解石英片岩
，
夹少量绿泥绿帘片岩�含黄铁

矿�
。

原岩类型为陆源碎屑岩夹中基性凝灰岩
。

变质程度为低绿片岩相
，

但变形却较复杂
。

六里井

一大塘埂段主体为一套厚度较大
、

变形较强的中级变质岩系
，

由绢云阳起片岩
、

大理岩
、

含榴白云斜

长片岩
、

白云钠长片岩组成
。

该段以显示多期变形且呈带状分布的剪切滑脱变形为特征
。

剪切�滑

脱�褶皱
、

应变滑劈理 �图 ��等重褶要素普遍发育
。
�
�

面代表同变质高峰期�������的同斜一平卧

褶皱轴面
，

以重褶的富含石榴石的细纹层为标志
。

�� 为重褶皱的轴面面理
，

以应变滑劈理为代表
。

沿劈理�片理�面新生的白云母主要为这一变质变形期的产物
。

该矿物的
‘ ”
��
�����

坪年龄值为 ���

�����
��表 ��

，

明显与后加里东剪切滑脱事件相关
。

�� �� � 四里桥花岗片麻岩带

带状分布或局部顺层侵位于邻接岩带
。

严格地讲
，

该带已不属于本构造岩群的范畴
。

主体构造

特征显现为密集的叶理化带和普遍发育典型的花岗质糜棱岩
。

叶理面产状与六里井片岩段的区域

顺层面理��
�
�一致

，

显示两者为同期变形产物
。

带内见有榴闪岩透镜体
，

表明韧性剪切具有深部构

造背景
。

�� �� � 徐家岭构造岩石组合体

相当于构造一岩石地层单位的岩组
。

北部称胡湾片麻岩段
，

疑为一套正片麻岩系
。

岩性单一
，

以白云钠长片麻岩为主
，

部分地段尚夹有变质的基性岩块
。

整套岩石显示强烈的糜棱岩化现象
，

可

视为一条具一定规模的韧性剪切带
。

南部即主体由长英质片岩
、

片麻岩
、

大理岩构成
，

夹阳起方解片岩
、

斜长角闪岩
。

片理产状与区

域顺层面理协调一致
，

且同斜一平卧褶皱较为发育
。

大理岩内的层间滑脱十分普遍
，

滑脱带一般沿

阳起方解片岩夹层发育
，

伴有小型拖拽褶曲及 � 线理 �图 ��
，

滑脱面产状 ����乙��
“ ，

层内的旋转残

斑指示上盘向下滑落
，

表现出由北向南的剪切滑脱
。

从区域构造分析看
，

这期剪切滑脱不属于透入

性构造
，

而往往呈带状或沿袭某一层位分布
，

故推断属后加里东陆内剪切一叠覆造山阶段的产物
。

需要说明的是
，

笔者曾在测区东部苏家河观音堂原浒湾组地层中采获一批变基性岩样品
，

经对

含石榴绿帘�黝帘�角闪岩角闪石单矿物进行
‘ “
��
�

，，��
定年

，

获得坪年龄为 ����
� 〔 ，’ 〕 。

该年龄明确

� 河南省地质局第 汽地调队
，
����

，

河南省信阳县东双河 罗山县定远一带地质普查资料��
， �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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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别山北麓主要构造岩相带浅析一
一

以信阳地区为例

指示苏家河构造地层单元内已卷入部分基底岩石碎块
。

笔者认为徐家岭构造岩石组合体与前者同

处同一构造岩相带
，

故也不排除夹有活化基底碎块的可能性
。

但因邻区相当层位中已找到古生代化

石遗迹
〔���

，

故其主体还应当归属晋宁褶皱基底之上的震旦纪一早古生代被动陆缘沉积体系
，

且应

相当下部岩组 �沉积楔�
。

有迹象表明
〔�，〕 ，

加里东期的变质变形事件对整个构造岩群所处的位置有

可能相当加里东碰撞造山的前陆带
，

而后又卷入华力西叠覆造山
。

� 构造年代学解释及其地质意义

表 �给出了各主要构造岩群热变质事件的
‘ “
��
����

�
定年数据

。

其中主变质期均 已获得可靠的

年龄值
〔 ‘的 ，

并被证实可与秦岭造山带构造事件年表相对比
〔�，。

表 � 大别山北趁主要构造变质热率件���
���，�� 定年擞据与构造事件对比

����� � ��������� ���一�� ������������� ������一������ ������� ������������������一�

����� �� ��� �����亡�� ���碑 ����� ����� ��������� ��� ����������� ���������� ������

采采样位置置 岩 性性 测定对象及结果果 构造属性性 构造作用及构造迁移移

龟龟山构造岩群�加里东褶皱带��� 俯俯 加里东主主

…
迁迁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剪切逆冲冲 �
移移

信信阳十三里桥南南 石榴斜长角闪岩岩 角�对石
仁’����

缝合带带
·

碰碰碰
�
方方

���������士�����
前缘推覆体体 撞撞撞

�
向向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信信阳一佛子岭群浅变质岩系�华力西褶皱带��� 叠叠 华力西挤挤挤

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 压推覆覆覆

霍霍山县 卜八盘盘
一

二云石英片岩岩 �勺云�净
���、、 上叠岩系系 造造 �浅层次�����

���������士 ��
�����

山山山山

金金塞县马店店 二云石英片岩岩 �
’

�云 �净
�，�����������

���������士 �������������

苏苏家河构造岩群�多期叠加变形带����� 华力西西西

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切滑脱脱脱

信信阳县六里井井 石英纳纳 自云母 ����
���，〕〕 基底一盖层层层 叠加变形形形

长长长糜梭宕宕宕 滑脱带带带 �深层次�����

信信阳县分水岭岭 白云钠长长 白云母
〔�，〕〕〕〕〕〕

石石石英片岩岩 ���士��
�����������

新新县观音堂西西 石榴黝帘帘 角闪石
〔��、、 活化基底底底底底

角角角闪岩岩 ���士 ��������������

苏家河构造岩群中卷入的基底岩石碎块�古增生杂岩�是扬子陆块北缘已知最早一期俯冲一碰

撞事件遗留下来的重要地质证据
。

����� 可能代表古消减带的形成时代
。

由于苏家河构造岩群可

能与皖南卢镇关群相当
，

故这一构造事件的识别将表明大别山地区晋宁期曾有过一次强烈的构造

作用
，

并可能与豫西陡岭地区的相关事件相对比
〔，‘ 〕 。

龟山构造岩群是秦岭一大别山造山带主缝合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发生于 ����
�
左右的变质事

件代表秦岭洋盆已消减封闭
，

中朝陆块与扬子陆块碰撞一拼合
，

增生杂岩已移植于缝合带叠瓦逆冲

系统中
〔 ‘ “ 、 ’�， 。

剪切逆冲变形期产生的中高压变质岩系
，

包括蛇绿岩残块
、

混杂岩
，

组成了板块缝合

带的典型构造一岩石组合
。

这期事件代表秦岭复合造山带最重要一期构造一岩浆作用
，

并深深波及

到山根带的古老基底岩石
〔的 。

因此
，
加里东造山作用属于典型的碰撞型造山

。

��������
�
的变质变形事件既发育于上叠岩系中

，
又影响到所谓基底岩系�表 ��

。

这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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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俯冲楔内的挤压推覆�特指佛子岭一信阳群�和基底一盖层间的多层次剪切滑脱�以苏家河构造

岩群为代表�变形
，

预示着构造演化已进入陆
一

陆一叠覆造山阶段
。

与碰撞阶段的重要区别是
，

不发

育与蛇绿岩相关的增生杂岩或滑混体
，

而较深层次的变形系以沿软弱带发育的顺层掩卧褶皱及相

伴生的剪切带为特征
。

同时缺少大规模透入性的
、

以流动剪切机制为主导的各类变形构造
，

如大型

� 型褶皱群落等
。

同变质作用一般显示为绿片岩相或以退变质作用为特征�叠加于前华力西变质

地体上�
。

这显然代表山脉收缩变形由根带向前陆方向发展或由陆
一

陆碰撞向叠覆造山阶段转化而

发生的一种变形样式的更迭
。

� 几点认识

���构造地层单位的建立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区域性构造一地层间题
。

信阳群的重新厘

定
〔，” 、 ’ 〕 ，

原苏家河群等相关地层中古生代化石的发现
〔��

、

���及诸多大型构造岩带的识别
，

标志着原有

岩石地层单元的解体与构造地层单位的重建已成为大别造山带区域地质填图中的一项新的研究内

容
。

运用构造地层学法则—构造解析一建造分析一事件划分可以有效地区分不同类型的地质体
，

从而为研究整个造山带的构造演化提供信息
。

���构造年代学研究
，

特别是变质岩区
‘ “��

����
�
年代学及其定年法

，

能够精确地测定复杂变形

区的多期构造热事件的时代
，

继而为划分区域地质事件及建立新的构造一地层柱�构造一岩石序

列�提供重要依据
。

���俯冲一碰撞一陆
一

陆一叠覆造山模式已被成功地运用于秦岭造山带构造演化的解释
〔幻 。

正

确区分陆
一

陆碰撞期剪切逆冲变形与陆
一

陆叠覆造山期的剪切滑脱变形是划分构造阶段与构造带的

基本任务之一
。

构造地层体的构造解析可以重塑地质体的演化历史及建立对应的变形序列
，

这也正

是实现构造阶段及构造带划分所依据的重要基础素材
。

���陆
一

陆一叠覆造山阶段的变形模式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
�

深层次的剪切滑脱�以苏家

河构造岩群为代表与浅层次的挤压推覆�信阳群
、

佛子岭群为代表�
，

可能指示造山带垂向上的一种

变形序列
。

而在横向上即垂直造山带延伸方向上
，

区域性构造岩相分带 已印证了褶皱带向南�前

陆�演化的发展程式
，

本文从变形迁移角度又为此提供了更详细的地质证据�表 ��
。

���大别山造山带是一个多旋回复合型造山带
〔幻 。

许多资料表明
，

现今的构造面貌主要奠基于

中生代以来的构造一岩浆作用
〔���

。

古老山根的抬升和基底的卷入不仅是一般的构造背景
，

而且在

山体的多旋回演化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

事实业已证明
，

完整及系统地建立区域地质事件年代表

需要借助于地质的
、

地球化学的
、

地球物理的以及同位素年代学方面的综合研究
〔今、

��一���
。

成文过程中
，
曾得到姜春发

、

刘国惠
、

高联达研究员的热情帮助与指导
，

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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