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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和特大型矿床
,

尽管其总数量与中
、

小型相比并不很多
,

但在大多数矿产的储量和开采方面却占

主要地位 ( 表 1 )
。

矿 区

表 1

比 例

大 中 小 型 矿 床 所 占 比 例

矿
,

区

}
’

比 “

1 : 9 : 9 0

1 : 7
: 2 50

1 : 下5 : 2 9

据不同矿物资源对全世界地壳的统计资料

据不同矿物资源对全世界地壳的统计资料

据不同矿物资料对全世界地壳的统计资料

1 : 7
: 5 0

1 : 9 : 9 0

l : 3 : 4 9

矿矿矿

铜岩

汞锑斑

这一规律在研究各种地质一工业类型矿床的储量和开采的分布状况时表现得更为清晰
。

例如在资本 主

义和发展中国家
,

四种含铜黄铁矿型矿床中包含有铜的储量 30 %
,

在约数百个斑岩铜矿床中
,

有” 个矿 床

的储量
,

约占铜储量的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大型矿床矿石在开采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快速地增长 着
,

例女「

近 20 年来在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铜的开采比重已由75 %增长到 80 %
。

一般地说
,

大型矿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地质一工业矿床类型
。

例如在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 家
,

已欠

铜的八种地质一工业类型犷床中
,

大型矿床只有铜一镍矿
、

斑岩铜矿
、

含铜黄铁矿
、

含铜砂岩和页岩矿床
。

.B .B 札依科夫对世界多金属矿床地质一工业类型的规模进行了统计分析
,

前寒武纪变质层控铅一锌矿

床中铅和锌储量的平均规模为 50 。一 1 0。。万吨
,

石灰岩一白云岩地层层控铅一锌矿床中为2 00 一 50 。万吨
,

显

生宙火山一沉积型黄铁矿一多金属矿床中 100 一 2 00 万吨
,

火山一沉积型铜一锌黄铁矿
一

矿 床 中 为 50 一 10 。万

吨
,

矽卡岩和脉状矿床中为 10 一 50 万吨
。

近些年来
, B

·

H
·

贝格
、

H
·

H
·

博罗夫科
、

B
·

r
·

巴什基罗夫等对大型有色和贵金属矿床的找矿标志和预

测评价问题
,

无论是从总体上
,

或是对各个地区和工业一成因类型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

他们对这一问题提出

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

其中包括可以称做时间模式和符合于地壳某些块段金属矿物质密度偏高最有利于 形成

大型矿床的动力学模式
。

P
·

M
·

廊斯坦丁诺夫曾经以多因素地质系统逻辑一信息分析为基础
,

完成过大型锡

石矿床的成矿预测
。

他提出过几种可用于预测的计算方法
,

为了确定信息标志还采用过帕 ( 压
、

应力单位 )

的变形三角形方法
。

但是
,

在用数学方法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无论什么尝试的情况下
,

对正确地判定任何一种类型 大型

矿床的形成来说所必需的地质条件仍起着主导作用
。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
“
大型

”
和

“
特大型

”
这 一术

语是固定不变的
。

按 A
·

H
·

克里夫佐夫等的看法
,

大型矿床应当是其中矿石储量可以作为矿山独立开采对象

的那些矿床
。

对每一种矿产来说
,

大型矿床是以具有各不相同的矿石储量为特征
。

预测具体的矿床
,

系 指

要挑选出对赋存矿体或近似矿体群有潜在远景的地段
。

但是
“

大型矿床
”
这一术语常常是与一种广义 上 的

矿田概念
,

即在矿田范围内大型矿床和若干个中
、

小型矿床 ( 例如里奥一延托
、

芒特一阿札等 ) 有 规 律的

联系在一起
。

无论是国外或是在苏联国内
,

例如乌拉尔
、

鲁德内阿尔泰
、

哈萨克斯坦
、

高加索
、

外贝加尔等等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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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许多大型和特大型有色和稀有金属矿床进行过详细研究
。

收集到的资料证实
,

各种不同地质一工业类

型的矿床
,

不管规模大小如何
,

其形成条件都是不同的
。

每一类矿床可能只形成在其中可以划分为含矿建造
、

生矿建造和成矿建造的地质建造而成为一定类型的地质构造范围内
。

在这种情况下
,

矿化与地质建造 的 相

互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愈接近
,

则确定矿床类型和矿床巨大程度的因素就愈多
,

根据对地质建造的研 究 可

以获得矿质来源的性质
、

形成的深度
、

矿质沉淀的顺序等等
。

这类相互关系特别清楚地反映在层控矿床
、

内生一外生矿床
,

以及与火山活动
、

深 成 火 山 活 动 有关

的内生矿床中
。

用上述因素解释深成矿床
,

无论是在矿质来源方面或是成矿机制方面都比较复杂
。

因为 矿

化和围岩的形成在时间上可能都在很早以前
,

中间又可能包括许多地质事件
。

现在在重新探讨某些地质一工业类型大型矿床的预测标志之前
,

首先研究它们与同一类型规模较小 矿

床有区别的那些标志
。

对储量中等的矿床未明显反映其特征
。

黄铜矿矿床
:

大型矿床的古构造位置是产在基底岩石铜克拉克值高的原始优地糟内部和前缘强烈 挠曲

的岩带内
。

已知极少数大型和特大型矿床也产在大陆边缘和大陆内部停止挠曲的裂谷带内
。

大型矿床的有利

构造位置
,

是它们在空间上产在巨大的通导岩浆和导矿的断裂内
。

后者往往将成分方面有所不同的地壳岩石

和下伏含有黄铜矿矿石的基底岩石分成块段
。

后者的形成环境也起着重要作用
:

例如有些大型矿 床
,

与 由

大量的流纹英安岩 ( 达 50 %或更多 ) 组 成
,

一般说来
,

金属矿物质的量随着酸性分异体数量的降低也逐渐

减少的向心型喷发有关
。

酸性火山作用的多相 性也是重要因素
,

这种多相性是火山岩在迅速堆积阶段
,

火

山活动有若干短期间断引起的
。

伴有酸性火山 作 用的强烈构造活动可以引起不止一次的岩层破裂
,

沿着破

裂含矿溶液上升
,

而且在总的过程中喷发弯 隆 的发育要经过若干个世代
,

这时强烈的构造活动又有助于形

成一些局部性夸隆间的
、

近于尖峰形的和其它 类 型的产在酸性岩中某些层位内的洼地
。

在这些封闭性洼地

构造中造成有利于热液成因金属矿物质
,

在剖面不同层位沉积的条件
,

而且洼地侵蚀沟的深度愈深和层位的

数量愈多
,

就能使矿床的规模愈加巨大
。

区域性火山作用型和单个小的平缓状酸性岩弯隆不是有利因素
。

特别有利的火山构造 ( 矿田 ) 类型是
: ( 1 ) 充填在各自隔开的

、

岩层基底上发育有酸性火山作用洼地

内的一些巨大的 ( 50 一 l o ok m “ ) 流纹岩一英安岩火山机构 , ( 2 ) 充填在分布状况受大型玄武岩隆起弧状
、

环状
、

放射状构造单元控制的破火山口 状和其他形式佳地内的一些小型流纹岩一英安岩火山机构成群分布

的地区
。

在这种情况下
,

于若干个阶段内形成的酸性火山岩其总的规模应是 50 一 80 k m ao

在前一种类型的矿田内
,

如果存在大型矿床时有可能出现若干个中
、

小型矿床
。

在第二种类型的 矿 田

内
,

很可能出现若干个 ( 有可能达到 10 个 ) 规模接近于中型的矿床
。

大型矿床的重要特点是矿石矿物成分复杂
。

无论是一些单个矿体也好
,

或是矿床和矿田也好
,

从总 体

上讲具有明显的横向和垂宜分带性
。

矿体的底盘有厚的绢云质交代岩带也是它的特点
。

我们还可以指出
,

在含矿火山岩剖面几乎整个的酸性火山岩范围内
,

如果大量出现含硫喷发活 动和 单

个火山岩体下深约数公里处发现 ( 根据物探资料 ) 弯隆状隆起也可作为次要标志 ( 表 2 )
。

火山一沉积建造中的黄铁矿一多金属矿床
:

形成这一类型大型矿床的古构造环境
,

其先决条件 是主要

产在发育于古中间地块上的次生优地槽内
。

这类优地槽中的火山岩是 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要成分的 有 明显

对比性的火山岩
,

而基性火山岩则处于从属地位
。

与大型矿床伴生的酸性火山岩
,

爆发率高
,

并 含有大量

的挥发组分
。

大型矿床通常产在不同方向的
、

深的
、

长期活动的深断裂相结合的地段 ( 表 3 )
。

大型矿床中的矿体与

围岩呈整合关系
,

它们产在近矿围岩特点为成分不同的沉积岩与火山岩成薄的交互层状的地层层位中
。

大型矿床的矿石一般是矿物成分复杂
,

而且显示出许多种矿床所特有的性质
。

矿
一

物相的分带性 依铅和

铜
、

铅和锌
、

铅和镑等的含量比值沿矿体的倾向和走向发生变化为前提而逐渐地显示出来
。

根 据脉石矿物

和金属矿物中气一液包裹体的研究
,

成矿阶段形成矿化时的温度梯度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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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表 2 黄 铜 矿 矿 床 特 征矿

大型和小型矿床

的预测标志 大 型 和 特 大 型 ~

矿 床 小 型 矿 床 和 矿 点

大地构造标 志
原生优地槽的内带和外带

,

少数为挠曲不深

的大陆内部和大陆边缘裂谷

原生优地槽
,

次生优地槽
,

大陆边缘和大

陆内部裂谷

同于前述建造岩层中的区域性裂隙型和向

心型火山作用

单阶段 (有时为双阶段 ) 出现酸性火山作

用
。

古火山标志

主要为间断的
、

少数为连续的建造岩层中的

向心型火山作用
,

爆发系数高

近矿酸性火山作用
,

地 层为多阶段性 ( 2一约
,

可 以划分为若干暂时停息的短期阶段
,

其中集

中有时伴有玄武岩流的局部火山混合岩堆积
充填在由酸性和中性叹山岩组成的 凹槽形洼

地内巨大的 火山机构

上述相同建造岩层和 发育在它们范围内环绕

玄武岩类巨大古 火山酸性成分的一些小的 火山

机构群体

与不 同酸性火山火作用阶段有关的 弯隆和洼

地的位置所决定的控制矿体的某些层位
。

最有

代表性的 是含有大颗粒 (达 s m m ) 石英浸染体

的流纹岩和 流纹岩一英安岩

发育在剖面一定层位玄武岩类中的一些小

的
、

互相邻接的和单个的火山机构

玄武岩类山垅斜坡上的冰川谷
,

其中连同

单个的向心型火山机构发育有酸性火山作用

者最为有利 (有时对中型矿床也有利 )

控制矿体只是一个层位
,

流纹岩和 流纹岩

一英安岩含有大颗粒石英浸染体
,

或 者不含

有
,

或者不起大的作用

构 造 标 志

成为岩浆通 道的巨大的构造断裂有着重要作

用

矿体产在酸性火山作用发展过 程中不是一 次

生成的洼地构造内 (斜坡的
、

弯隆间的
、

接近

尖峰形的
、

各种类型的破火山 口 )

出现强烈 的同生火山变形

比较安静的能够提供含矿溶浓微量渗透的

构造环境

产在成因与酸性火山作用无关的注地构造

内

矿石交代作用标志

矿石矿物成分复杂

复杂的
、

有明显对比性的矿物一地球化学分

带性 (横向和 垂直方向 ) 无论是对各个矿体来

说
,

或是对矿床的规模来说 (或者从总体上就

矿 田来说)
,

是在若干个阶段内形成

主要的轴向石英岩带常常与之伴生的含绢云

母建造岩层出现强烈热液蚀变
。

矿体底盘旁边

厚度宽和 延伸远的岩带在定向的情况下与它们

的底板成垂直方向

在含黄铁矿火山作用所经历的整个时期和 火

山岩剖面 的整个酸性部分大量出现含硫喷气活

动

矿化 强度的地球化学标志是明显可 以对比的

根据物探资料
,

在古 火山下 深约数公里处发

现有弯隆状隆起 (估计与火山下面的侵入体一

同生火山构造稍有出现

矿石矿物成分较简单

较简单的
、

单一阶段的分带性

热浓交代蚀变反映为绿泥石一碳酸盐一石

英质和含少量绢云母的绿泥石一石英质交代

岩

局部出现含硫喷气活动

地球化学标志对 比性低

没有这种隆起
地球物理标志

成矿阶段前近矿蚀变发育强烈
,

不仅扩及到矿体的下盘
,

也扩及到矿体的上盘
。

它们由宽的 和延 伸运

的绢云母一石英质交代岩体构成
。

与矿同时的绿泥石化岩石的蚀变带也构成岩层大部分
。

根据物 探资料
,

通常在矿区深约 2一 3公里的地段常常发现对已经沉淀和受热能环流制约的矿石影响作用的侵入岩体
,

这 利

热能引起变质作用
,

并使矿石受到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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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大 型 和

火山一沉积建造中盆铁矿` 多全月矿珠特点

大型和小型
床的预测标

矿 I
志 }

特 大 型 矿 床 小 型 矿 床 和 矿 点

大地构造
标 志

次生优地槽 原生优地槽和沙生优地槽
,

大陆边缘和大陆内
部裂谷

矿床局限在复向斜边缘部分 局限在和沉积作用同时的构造内不同的地段中

在有歇
( > 5 。肠

`

古火山标志
不同时期的

,

但空间上伴有酸性和基性火山作用现象

近矿围岩剖面是不同成分的沉积岩和夹有厚度大的
(l 一 s m )火山岩层组成的 交互层

主要局限在一些区域性长期活动断裂交汇部位

l 明显
!人区域

…
L< 6 。 ,

…
绝大

! 均质
.

…成的交

…沿不

】
间产出

} 矿体

,

或者在它们之

构 造 标 志

矿体与围岩呈整合关系

矿石矿物成分复杂

铜和铅
,

铅和锌
、

秘和铅 ( C
u
/ P b

、

P b / Z
n

、

B i/ P b

矿石矿物成分比较简单
。

等 ) 含量比值的 变化系数沿矿体走向和 倾向逐渐变化
。

C u
/ bP

、

P b/ Z
n

、

B i/ P b等含量比值变化系数
沿矿体走问和倾向快速变化

矿石交代
作用标志

沿矿体走向和倾向的古温度梯度低 ( 10 o nr 为 30 一
.

C )

沿矿体走向和倾向的古温度梯度高
( x o o m为 > 5 0

`

C )

透石

强烈的深部淋滤 ( 绢云母一石英交代作用
,

它们的产
物构成厚的

、

延伸远 的岩带 )

与矿同期的绿泥石岩带
,

构成厚的
、

延伸远的岩体

矿化强度的地球化学标志有明显的对比性
.

詹霎竺董京磊落馨扮
次生石英岩等

。

绢云石英

纂茬护
绿泥石岩

,

构成一些单个的薄夹层 和小

矿化强度的地球化学标志对比性稍差

根据物探资料发现矿区下部深约数公里处或空间上与
它们邻近的部位有侵入岩体

。

深部无侵入岩体物志理球标地

在对大型和小型铜一黄铁矿矿床和多金属一黄铁矿矿床矿体的形态参数作定性和定量描述时我们 曾得

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

在分析中使用了如下参数
:

矿体最大的长度
、

宽度和厚度
。

查明了这些参数对 大型

矿床同中
、

小型矿床相对比反映出来的变化特征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 表 4 )
。

表 4 黄 铁 矿 矿 床 矿 体 形 态 参 数

类 型 { 规 ` { 长 度 “ 宽 度 比

,
户。 , , * l 大型 }

2

界书田仰 翎 月` }
_

}

—
卜竺竺塑燮—

一
卜一一一竺

—
办` , , 。 } 大型 】 3

3尸皿 产月 仰 夕卜 }
_ _ _ .

_
,

{

} 小型和中型 } 2

长 度 与 厚 度 比

8 0一 10 0

2 0 0

16

大型铜一黄铁矿矿床的特点是这些参数的值明显偏高
,

矿体沿延伸方向的变化与厚度的变化也是成 比

例的
。

而中
、

小型矿床的矿体则看不出这种趋势
。

在矿体长度和宽度的比例在相对固定的情况下
,

鉴于矿体的增大取决于厚度
,

因而可以把大型多金属

矿床和中
、

小型矿床加以 区别
。

这些资料在初步和详细勘探时都是可以利用的
。

火山岩带金一银矿床
:

这类矿床无论是在区域性和局部性产出条件方面
,

或是矿石成分和与其伴生的

.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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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岩特征对比方面均有大的差别 ( 表5 )
。

表 5 火 山 岩 带 金 一 银 矿 床 特 征

橇豁鼎
.

…
大 型 和 , 大 型 矿 床

} yrJ/
矿 床

耐
点

’

?

护
构

薰…
在构造一岩浆活动阶段形“ 的火山

骊 】
在地槽构造发育造山阶段形“ 的灿岩”

— 门
火山一构造建造系长时期多旋回形成

— 一…灿一构造山系单阶段形“

—古火山标志 1 *
。二 。 * 二 二 。

,

:
,

二 * 。 , , * 加 二 、
。:
二 } 。

.

1
, . , , 二。 。 * 华 二 *

: 、 温二 , 、 一 。 、 , 、 ,

} ) 佑 石` 曰 护田呀之又 2、 山
J夕 月 、 p U叮叼 不号胆 T卜用 只 U们

六乙二

一 口班艺全山 夕日不号门义丁 F用 刁屯 匹沪带 名几 召心角̀ /户 7̀ 升代衣

1 …住 特让

馨
球物篡}

负重力异常位于震中

一 }
负重力异常位于边缘或“

构造标志

…
、匕

享;:););;);;:;重
- · 斜

一…拿岌翼霆童窦鹜雾鼻赘尾
构造

控矿构造和近矿围岩构造是一些大的正一平 移 断 层 构一 控矿构造的位移只有小的断 距
造 }

矿体为破碎矿化带型

广泛发育热液交代岩层 (低温 相变安山岩 和泥质板岩 )
和硅化作用

脉状矿体

面型 交代岩层稍有出现或者无
,

温相 变安山岩

不具有钾交代作用特征

单岩层系 列的交代岩

有高温和中

近矿交代
作用标志

广泛发育冰长石 化和水云母化

多种岩层组成的 交代岩的 特征
:

变安山岩一泥质板岩和
矽卡岩一云 英岩型岩层相互 结合

矿石中A
u 和 A g比值高

A
u 在成犷过程中经过长时期沉淀 结晶

,

存在某些不同
时期的含矿矿物组合

比值低

金 是一夕性沉淀 结晶只有一种含矿矿物组合

大型矿床几乎只与构造一岩浆活动阶段的火山岩带有关 ; 造山火山岩带中金一银矿床 也相当 多
,

但规

模通常是中型
。

因为构造一岩浆活动阶段的火山岩带在某种程度上是形成在由于区域性构造格架有大变化

的不同种类的基底上
,

在这种岩带内常常清晰地出现一些断裂性横交切和斜交切构造
,

继承基底构 造 格局

和在火山作用阶段又有新的矿化
。

对一些大的火山岩体来说
,

其特点是火山岩构造结构的形成是长时期的
,

可以最清楚地辨别出在 火 山

岩层中若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心的时
,

常常会有一个火山机构
“
放入

”
到另一个火山机构去的现象

。

对一些大型矿床来说
,

在矿田范围内往往可以直接看出近矿围岩构造在同矿田或矿结总的构造 的 相互

关系方面有明显的
“
相对性

” :

地堑成为复杂的地垒一背斜褶曲化
,

佳地成为复杂的弯丘化等等
。

还 有一

个特点是大的长期发有的垂直断层可以作为控矿构造
,

往往也可以直接作为近矿围岩构造
。

经常可以看到
,

无论是成矿前的火山相或是热液成矿阶段
,

有时在这个阶段的整个过程中 ( 成矿前的
、

与矿同期的和成矿后的矿物组合 ) 都是以爆发方式形成的
。

对许多种矿床类型来说
,

其产出背景总的 特 征

是广泛发育面型热液交代岩层 ; 对一些大型金一银矿床来说
,

钾的高度活动性是其特点 ( 发育有近 矿 冰长

石化岩带和水云母化岩带 )
。

还可以看出
,

成矿作用的整个过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

近矿围岩交代岩具多种岩层性质 ( 变安山岩
、

泥质板岩和矽卡岩一云英岩型岩层相互结合 )
,

金是经过长期沉淀结晶
,

存在某些不同时期形成的含矿 矿

物组合
。

以上讨论了一些与火山作用有密切联系的研究程度较高的矿床类型的实例
。

对这些矿床来说
,

矿 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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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动力热变作用成矿之雏议

王 清 廉

( 陕西地矿局第十三地质队 )

秦岭地处我国北东向和北西向构造的交叉部位
:
位于华北与华南两个板块相向推移的缝隙地带 ; 据 波

浪镶嵌说
,

为华南与华化地块
一

:
浪

一

坦伏
、

此 世 波 :)[ 的悬支点处
。

因此
,

是众所瞩 目的地应力高度集中
、

构造

持续活动的地带
。

由于应力集
}

户和待 卖的 构造活功与岩浆侵入
,

就形成各种各样的矿产
。

其它的成矿 作 用

固然有所存在
,

但动力热变的成矿作用
,

也具有重要 他位
。

秦岭地区的动力变质成矿
,

以往个们已有论及
,

但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
。

生矿建造
、

近矿 围岩建造和成矿建造的相 互关系已作了详尽地调查研究
。

从总体上讲
,

所讨论关于大型矿床的大部分标志汉具定性
J

比质
。

进一步的研究任务是定量评 价
。

这无

论是对总的地质建造标志和岩相标志来说
,

或是对矿物学标志来说都是完全可能的
。

对地槽区和边 缘火 山

岩带来说
,

总的地质标志可以将组成它们的地质建造反映为定量的相互关系的形式
,

火山作用的性 质 可以

借助于不同成分的火山岩和向心型
、

区 域 性 及裂隙型火山作用所起的作用问的相互关系或者 爆 发系数去

反映
,

对剖面中近犷围岩的性质可以通过剖面 1一 0
.

1公里不同成分或具有不同构造特
l

氛的岩层的 数 量去反

映
。

地球化学指数的定量 分析研充
,

看来应当借助于查明地质一工
、

l巨类型大型矿床相一致的地球化学 异 常

的元素之间一定的数量关系的方法去发展它
。

矿物学标志可 !
`

丈通过不同类型交代岩间相互的数量比去表示
,

矿石的矿物成分可以用造矿矿物 和造 矿

元素等的数量比去表示
。

因为利用这些数量参数可以将大型矿宋的预测工作提高到较高的科学水 平
,

也为

运用计算机完成这些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
.

大型和特大型矿床
,

正如以上讨论的实例表明的那样
,

它们具有地质构造和成矿作用出现性 质 不同

于其它许多矿床的一系列 特征
,
认识了这些特征就有可能去进行大型矿床的预测和集中地质勘探工作

。

2
.

对不同地质一工业类型的矿床来说
,

它们具有由不同类型成矿 区和成矿带的地质发展史所决 定 的一

些特有的特征
.

这些不 同类型的成矿区和成矿带与某一种生矿建造和成矿建造
、

与能成矿的火山作 用和成

矿作用的长期性等等有一定关系
。

}动比
,

大型和特大型矿床的预测工作
,

只有在对被预测的对象经过 详 细

研究制定出了典型模式和对该区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 地质的
、

地球物理的和地球化学的 ) 才可 能 富有成

果
。

3
.

对大型矿床来说
,

晨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标志是它们产在含矿建造形成时期岩石 圈 的 活 动 地 段

内
、

含矿
一

建造的形成和矿化作用的长期性
,

以及在空间上往往与矿质来源不同
,

成矿时间常常间断的 矿 化

结合起来等等
。

对许多内生一外生矿床来说
,

矿床的规模取决于成矿
一

作用复合成因的程度
。

4
.

大型和特大型矿
一

床的找可
一

标志问题
,

是许多矿产资源基地开发阶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

这一问题需要

扶现代最高的理论水平广泛组织和进行研究工作
。

( 赵玉丁 译 自《 C o B e T e K a o r e o 二 o r 班二 >> 1 9 8 7
.

殉
.

5 ,
李纪良 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