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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西部是我国除台湾和西藏地区外仅有的上白里统一下第三系 海相 沉积

区
。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
,

对晚白垄世以来塔里木海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

题
,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

本文就笔者几年来对塔里木盆地西部海相上白坚统

一下第三系的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工作
,

并结合前人的有关资料
,

对塔里木海湾形成与

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有关问题
,

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认识
。

一
、

塔里木海湾形成的时期与地质背景

塔里木盆地在区域构造上属于
“
中朝地台

” 的西延部分
,

一般称之 为
“
塔 里 木 地

台
” 。 “

塔里木地台
”
具有元古界和太古界的片麻岩

、

片岩
、

大理岩等组成的稳定的结

晶基底
。

在早古生代
,

地台遭受了一次广泛的海侵
,

形成了晚寒武世一早奥陶世的海相

碳酸盐沉积
。

至中奥陶世
,

海水逐渐退缩
,

出现了中奥陶世一志留纪浅海和海陆过渡的

红色灰岩及陆源碎屑岩沉积
。

晚古生代
,

地台的差异升降活动显著
,

周围地槽区大规模

回返
,

大部分地区遭受剥蚀
,

缺失了泥盆系
,

只在西部地区沉积 了泥盆系的红色粗碎屑

建造
。

此后
,

地台区继续上升
,

在一些相对低洼的地带
,

开始了石炭一二叠纪的海侵
。

这次海侵初期规模不大
,

晚石炭世达到高峰
,

形成了一套较纯的生物灰岩沉积
。

到二叠

纪
,

海侵范围逐渐缩小
,

沉积了一套海相和海陆过渡相的陆源碎屑岩
。

海西 运 动 的 末

期
,

天山和 昆仑山地槽开始褶皱成山
,

结束了第二次海侵的历史
。

晚古生代末期
,

塔里木地台遭受了重大的构造变动
,

内部形成了许多正负相间的块

断
,

它限定了中
、

新生界的沉积范围
,

初步奠定了地台区大地构造的骨架
。

在此基础上

地台开始接受中
、

新生代的沉积
。

在三叠纪
,

地台的大部分地区遭受剥蚀
,

只在库车和

喀什坳陷区沉积了磨拉石建造和含煤建造
,

在阿瓦提和满加尔坳陷堆积了含煤建造
。

侏

罗系较三叠系分布广泛
,

为一套河湖
一沼泽相沉积

。

在侏罗纪
,

南方的冈瓦纳大陆发生重要的构造变动
,

出现了巨大规模的玄 武 岩 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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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
,

预示着大陆解体的开始
。

白奎纪开始
,

完整的南方冈瓦纳大陆被肢解成非洲
、

南美
、

印度
、

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几大板块
,

开始向着不 同方向漂移
。

由于这一重要 的构 造 变

动
,

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引起了白垄纪一第三纪的海侵
。

早 白里世晚期
,

至晚白里世土仑

期
,

出现了世界性海侵高潮〔� 〕
。

正是在此背景下
,

自晚白里世早期的赛诺曼晚期开始
,

古特提斯海水进侵到塔里木地台的西部地区
,

从而揭开了塔里木海湾演变的序幕
。

晚白垄世赛诺曼晚期 �库克拜早期 �
,

海水首先自西部的阿莱依海峡侵漫 了西喀什

一带
,

进而侵漫整个海湾
,

沉积了海陆过渡相杂色泥岩夹砂岩
、

泥灰岩
,

含 � �朋 �
� � �

� �
·

�
,

上部为海相灰岩
,

含牡蝎
� 〔� 夕� , � � � � �� ��人夕夕� 。 � 。 �

,
厂� ��� “�。� ��

,
� 人�

夕� �� � � � � � � � �  �� � �了� � �� �� � 〕蛤类
� �� ��’� � �� �� � � �� � ��� �

,

介形类 � � 夕� �
� � � ���

� �夕� �� � ‘� �
,

有孔虫
�

� � � �� 。�。��。 。� ���� � 故其时代为赛诺曼晚期
。

虽然世界性较大规模海侵发生于早白奎世晚期
,

但只是到了晚白垄世赛诺曼晚期
,

海水才波及到塔里木地台西部地区
。

二
、

塔里木海湾的地质与地理性质

晚白垄世一早第三纪的塔里木海湾
,

位于塔里木地台的西部边缘
,

其南
、

北分别为

昆仑山和天山古陆限制
,

东北侧为柯坪断块山地和巴楚剥蚀丘陵 山地限制
,

西部通过阿

莱依海峡与古特提斯海相连
,

为一东西长
,

南北窄的长条状比较闭塞的内陆海湾 海湾

的地质
、

地理性质具有以下特征
�

�
�

塔里木海湾是热带
一
亚热带区的半封闭内陆海湾

。

塔里木海湾内沉积物的岩 性 组

合复杂
,

蒸发岩的含量高 �见表 � �
。

表 �

� � ��� � � ��� � �� � ��

库克拜组一乌拉根组岩性统计表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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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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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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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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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斯木哈 那那

乌乌普克恰特特

总厚度 砾 砂 岩 � 泥 岩 � 灰 岩 � 蒸 发 岩

�米 �
厚 度
�米 �

厚 度
� 米 �

厚 度
� 米 �

厚 度
� 米 �

阿尔塔什 � �  �
。

� � �  � � �
。

�

从表中所列四个剖面的岩性组合及其各类岩石 的百分含量来看
,

海湾内沉积物的岩

石组成比较复杂
,

既有粗碎屑岩
、

细碎屑岩
,

又有粘土岩
、

碳酸盐和蒸发岩
。

特别是其

中蒸发岩的含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有的剖面中甚至出现盐岩的沉积
。

这充分反映了
�

� � �海湾内的水体较闭塞
,

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
,

蒸发量大于补给量
,

因而形成大量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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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岩的沉积
。

� � �各时期沿山麓地带粗碎屑岩反复出现
,

表明了海湾是处于两个活动构

造之间
。

同时海湾内自西向东
,

库克拜组内生物群落的种属和数量急剧减少 � 依格孜牙

组的灰岩逐渐转化为白云岩
,

且厚度大大减薄 , 卡拉塔尔组的灰岩
,

牡妨灰岩迅速转化

为砂灰岩
、

砂岩
、

白云岩
,

并出现大量石膏沉积〔�
、
� 〕

。

这一系列的现象
,

都明显地反映

出海湾内的海水循环条件受到很大限制
,

证明海湾是热带
一
亚热带区的半封闭的内 陆 海

湾
。

�
�

塔里木海湾是陆表海
�

从海水的深度和沉积物的能量类型上与地层岩性和厚度稳

定性上看
,

海湾表现了典型的陆表海的特征
。

� � �海水深度一般为�� 一 �� 米
,

小于波浪和底流影响的有效深度
。

海湾内发现有大

量具有指示环境的有孔虫类型
,

其中有砂杆虫
、

串珠虫
、

小九字虫
、

面包虫和诺宁虫等
〔�� � 〕

�

这些有孔虫在我国南黄海西北部均分布于水深小于�� 米的海域范围内
,

其中砂

杆虫
、

诺宁虫分布于水深�� 米以内的近岸浅水区
,

串珠虫
、

面包虫分布于水深 �� 一 �� 米

的海域
,

面包虫少量可分布在�� 米深的海域
,

小九字虫诸种分布于大于�� 米
,

最深 �� 米

的海域
。

从上述有孔虫提供 的信息推测
,

塔里木海湾的水体深度应在 �� 一�� 米左右
,

最

大深度不超过 �� 米
。

由于塔里木海湾特定的古地理环境
,

水动力能量比相对正常的陆表海要弱
,

因而在

库克拜翻
�

上段
,

齐姆根组和乌拉根组一段沉积了一套低能量类型的泥岩
。

但从这些泥岩

沉积中所反映出的化石多磨损和破碎
、

多生物碎屑
,

除发育水平纹层外
,

还有波痕和虫

孔等现象来看
,

海湾内的沉积基准面基本上处于浪基面附近
,

波浪和底流对海底沉积物

有一定的改造作用
。

另外
,

据郝治纯教授的研究
,

乌拉根组的面包虫具有旋壳腹侧底凸

而宽的特点
。

�
�

中
�

� � � � � �在分析费尔干盆地始新统的沉积环境时曾指出
� � �� ���’� 。�

的

这种低平而宽的壳形加强了其适于流水环境的固着能力〔”〕
。

这说明波浪和底流对 海 底

的影响还是较大的
。

依格孜牙组和卡拉塔尔组的沉积物则表现了典型的高能量类型沉积
。

岩石类型有
�

固着蛤屑灰岩
、

竹叶状灰岩
、

牡蜘碎屑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肺状灰岩
、

砂屑灰岩等
。

这个时期的海水深度可能要小于�� 米
。

� � �塔里木海湾奠基于稳定的地台上
,

所 以
,

海底没有强烈的构造分异
,

即没有剧

烈的坳陷与隆起
。

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大地构造背景
,

塔里木海湾区各时代地层的厚度与

岩性变化不大
,

是基本稳定的〔� 〕
。

如齐姆根组一段
,

除西昆仑山前为砾石外
,

杜瓦以东

为白云岩
,

其他地区为生物灰岩和灰岩
,

在天 山前厚 � 一� 米
,

昆仑山前厚�� 一�� 米
�

又如卡拉塔尔组在克孜克阿尔特大断裂 以北
,

到处都是牡蜗礁灰岩和生物碎屑灰岩
,

在

天山前厚�� 一 �� 米
,

在卡巴加特隆起带厚 �� 一 �� 米
�
乌拉根组一段

,

几乎各地都是灰绿

色含牡蜘及其碎屑的泥岩
,

厚度在�� 一 �� 米
。

三
、

塔里木海湾的演变史

海湾的地质
、

地理性质决定了其发展演变的复杂性
,

各个时期古地理格局的面貌
、

海域的分布范围
、

陆源区的性质
、

海水的性质等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内容
。

限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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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

这里不可能对其进行详细的全面阐述
。

现只就海湾各时期海域范围的发展演化做一

粗略的描述
。

晚白翌世赛诺曼晚期
,

古特提斯海水首先通过西部的阿莱依海峡开始涌入塔里木
,

这时期的海水只浸漫了西喀什以西的局部低洼地区
。

到库克拜晚期 �土伦早期 �
,

海水

�色
��
一 塑一

�

朋玩
“

谬 乏丈二

、、�

声
‘

、
�

�

�
’

、
·

�
�

洲产

� 李
� 。‘一 , �

溉喂
, ·

��’

、
�

,
�’
�

�落
夕 、
�’ 百

件、
�

脸
·

长尹
��’

口口曰口口曰砂函曰办

� 。库 克拜晚期海岸线 �
。

依格孜牙期海岸线 �
。

齐姆根早期海岸线 �
。

卡拉塔尔期海岸线 �
�

乌拉根晚

期海岸线 �
�

乌依塔克期海岸线 �
�

阿尔塔什期海岸线 �
�

齐姆根晚期海岸线 �
�

鸟拉根早期海岸线

��
�

巴 什布拉克期海岸线

图� 塔里木海河海岸变迁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尹� �  � � ���� � � � � ��� �

通过西部的阿莱依海峡和北部的天山海口 � 即切列克地堑 � 两个渠道大量涌入塔里木
,

沿昆仑 山一侧
,

一直淹没到叶城一带
,

第一次形成了比较正常的海湾环 境
。

此 时 的 塔

里木海湾通过乌恰海峡与吐云海湾连为一体 � 图 � �
。

沿岸分布有斯木哈那
、

塔什米力

克海岛
、

乌拉根半岛和齐姆根群岛
。

海湾的南部边界可能分布在现在的昆仑 山 边 界 以

南
。

因为沿昆仑山
,

库克拜组上段沉积多反映了潮下和潮间的特征
,

但具体向南推移多

远
,

目前尚无可靠的资料
,

故仍以现在昆仑山为界
。

由于晚期燕山运动的影响
,

乌依塔

克期 � 土仑晚期 � 时海水退出了吐云海湾
,

塔里木海湾的海域龟缩
,

海水浓缩
,

叶城一

带由于齐姆根凸起的影响
,

而变为潮上泻湖环境 �图 � �
,

乌拉根半岛和齐姆根群岛变

为陆上剥蚀区
,

斯木哈那和塔什米力克岛仍然存在
。

依格孜牙期 �赛诺期 �
,

海水第二次从阿莱依海峡涌入塔里木海湾
。

西天 山前
,

与

库克拜晚期相比
,

海域向南收缩
,

其它地区基本上恢复到库克拜晚期的面貌
,

向东海域

有所扩大
。

燕山运动的最后一幕
,

对塔里木海域的影响较大
,

致使吐依洛克期 �马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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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特期 � 海水完全退出了塔里木
,

塔里木海湾区变成了一些互相孤立的小面积残留泻湖

区
。

塔里木海湾早第三纪海侵的规模比晚白奎世要大得多
,

持续的时间也长 这与世界

性的海侵规模是不大一致的
。

早古新世 �阿尔塔什期 �
,

海水淹没了西南部 的 广 大 地

区
,

向东直达和田一带
,

北部绕过 巴楚剥蚀丘陵山地并向东北浸漫到库车洼地西部
。

除

斯木哈那海岛和乌拉根半岛之外
,

晚白垄世的沿海岛屿均不复存在
。

但乌拉根半岛较晚

白至世时要小得多
。

就海水淹没的面积来说
,

这是晚白里世一早第三纪时期最大的
。

这

个时期的塔里木海湾为一高盐泻湖性质的海湾
,

沉积了上百米
,

最厚达 ��� 多米的石膏
。

海湾的南部边界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边界
,

沿昆仑山发育有一些滨海冲洪积平原
。

中古新世 �齐姆根早期 �
,

海湾的面貌与阿尔塔什期基本相同
,

海域稍有收缩
�

乌

拉根半岛成为海中孤岛
。

由于喜马拉雅运动第一幕的影响
,

致使齐姆根中期
,

海水又一次全部退出了塔里木
,

海湾区陆化
。

齐姆根晚期 �始新世早期 �
,

海水首先从阿莱依海峡进入塔里木
,

带来了

最早的突厥牡妨
。

到卡拉塔尔期 � 中始新世 �
,

北部的天山海口又一次打通
,

塔里木海

湾再次与吐云海湾连为一体
。

塔里木海湾本身基本上保持了齐姆根早期的面貌
。

乌拉根

早期海水退出吐云洼地
,

而塔里木海湾保持了卡拉塔尔期的面貌
,

仅东部略有收缩
。

始

新世晚期发生喜马拉雅运动第二幕
,

使海湾再次龟缩
。

乌拉根晚期海域大大缩小
,

麦盖

提一皮山一带广大地区均已露出水面
,

变为陆相沉积区
。

至 巴什布拉克 早 期 � 始新 世

末 �
,

海水第三次退出塔里木海湾
。

渐新世早期 � 巴什布拉克中期 � 发生最后一次海侵
,

这次海侵规模很小
,

海侵的范

围最东只达到乌恰一带
,

南海岸远远离开了昆仑 山
,

北界仍达到了西天山脚下
。

渐新世末发生的喜马拉雅运动第三幕使海水最后退出塔里木海湾
,

从此结束了西塔

里木地区海侵的历史
,

海湾的生命到此结束
。

四
、

塔里木海湾古生物群落的演化与海侵海退旋回

从古生物群落的发展
、

演化情况来看
,

笔者认为晚白坚世一早第三纪时期塔里木海

湾有六次明显的海侵海退旋回
,

它们是
�

库克拜组一乌依塔克组
,

依格孜牙组一吐依洛

克组
,

阿尔塔什组
,

齐姆根组一段一三段
,

齐姆根组四段一卡拉塔尔组一乌拉根组一巴

什布拉克组一段
,

巴什布拉克组二
、

三
、

四段一巴什布拉克组第五段
。

下面就这六次海

侵海退旋回中古生物群落演变的特征描述如下
�

库克拜
一
乌依塔克旋回

�

自库克拜早期开始
,

出现了种类不多
、

数量也较稀少 的 生

物
,

主要是一些小个体的瓣鳃类 �牡砺
、

蛤
、

海扇 � 和螺类
,

还有少量的有孔虫
、

介形

虫
,

库克拜中期
,

海侵达到高潮
,

生物得以大量繁衍
,

种类多
,

数量大 , 至乌依塔克期

生物很快衰落
,

只发现有个别的瓣鳃类和介形虫
。

本次旋回中的古生物群落以头足类的

托玛斯菊石
、

饼菊石和瓣鳃类的近圆鼻蜘
、

密齿砺属
、

歪嘴蜘属
、

罗氏 牡 蜗
、

奥 氏 牡

砺
、

褶蛤属等为特征
,

与其共生的还有多种牡蜗
、

蛤
、

海胆
、

笋螂
、

海豆芽
、

龙介类
、

螺类等
。

微古生物以移栖虫
�
塔里木虫

一
砂杆虫有孔虫动物群为特征

,

介形虫以小花介
、



�� 沉 积 学 报 � 卷

舒勒介等为代表
。

依格孜牙一吐依洛克旋 回
�

依格孜牙期发生了第二次海侵
,

新的海侵带来了新的古生

物群落
。

上次旋回中大量发育的牡砺类
、

菊石类
,

在本次旋回中已大量衰亡
,

只发现有

少量的密齿砺 �未定种 � 和个别的菊石
� 尸�� ��

。 ��’�� ��
� � � �

�

而 发育了以固着蛤
、

马

尾蛤
、

前射蛤
、

勃莱德让双射蛤等为代表的新的古生物群落
,

共生的有少量 海扇 和 螺

等
。

岩石薄片中发现有五块虫和三块虫有孔虫
,

介形虫以小龙介
、

舒勒介和短花介为代

表 ,

阿尔塔什旋回
�
本次海侵为高盐性海水

,

因此带来了高盐性生物群 落
,

有 亚 洲 兰

蛤
,

角兰蛤
,

短齿蛤为代表
,

与其共生的只有螺类和极个别的五块虫的丽神介
。

以往人们总是将本次海侵与齐姆根期海侵划在一起
,

做为一个海侵旋回来对待
。

笔

者认为应把它做为一个独立的海侵来对待
,

其理由是
� � � �古生物群落与齐姆根期迥然

不同 , � � �在阿尔塔什和塔什米力克顶部出现有盐岩层
,

康苏发现天青石层
,

说明湖水

在后期已经蒸发殆尽
,

即将枯竭
。

齐姆根旋回
�
在阿尔塔什期的高盐海水即将枯竭之时

,

齐姆根期又补充进了大量新

的海水
,

同时带来了新的古生物群落
,

高盐生物迅速消亡
,

正常海相生物得 以 大 量 繁

衍
。

本次旋回中生物群落以别洛瓦茨牡蜘
、

骆驼密齿蝎
、

半球弗里明牡蝎为特征
,

伴生

有蛤类
、

螺类
、

海胆
、

笋螂等
,

有孔虫以旋织虫一小九字虫组合为特征
,

介形虫则 以双

辉介
、

单美化介
、

舒勒介为代表
。

始新世旋回 (齐姆根晚期一巴什布拉克早期 )
:
齐姆根晚期海侵开始

,

首先在西喀

什一带繁衍了突厥牡蜘
,

蛤类等生物
,

卡拉塔尔期和乌拉根早期
,

海侵达到高潮
,

为生

物发育带来了新的生机
。

乌拉根晚期开始海退
,

生物逐渐减少
。

本旋回中的生物 以牡砺

(突厥牡蜘)可干牡蜘
、

索氏牡砺为代表
,

共生的有螺
、

蛤
、

海胆等
,

有孔虫以面包虫一

诺宁虫组合为代表
,

介形虫主要有单美花介
、

始翼花介等
。

渐新世旋回 ( 巴什布拉克中期一晚期 )
:
这是塔里木海湾的最后一个海侵 海 退 旋

回
。

本旋回的生物以亚洲蝶牡蜘
,

费尔干牡蜘
,

天山肘牡砺大量繁衍为特色
,

同时伴生

有蛤类
、

螺类
、

海扇
、

龙介类
,

有孔虫以似面包虫一袋形虫组合为特征
,

介形虫以翼艳

花介
、

布瓦介
、

弯贝介
、

小花介和舒勒介为代表
。

综上所述
,

塔里木海湾六个古生物群落的发生
、

发展和消亡都与海侵
、

海退有着密

切的联系
,

每次新的海侵
,

总是带来一个新的生物群落
,

海侵的高潮期
,

也是生物繁衍

兴盛期
,

属种多
、

数量大
,

使海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

随着海退的发生
,

海水

逐渐浓缩
,

盐度增高
,

大量的生物便迅速衰亡
,

有的甚至绝灭
,

海湾便出现一片荒芜的

景象
,

甚至陆化
。

因此
,

在塔里木海湾演变过程中
,

这六个古生物群落的发生
、

发展与

消亡也就是海湾所经受的六次海侵与海退的过程
,

也是六个海侵海退旋回的铁证
。

五
、

塔里木海湾消亡的时期与地质背景

由于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
,

使 昆仑 山自早第三纪 以来
,

构造运动相 当活跃
,

昆仑 山

迅速隆起上升
,

沿尾仑山一带的下第三系大量山慈砂砾岩的堆积就是很好的证明
。

到始



期 雍天寿等
:
白垄纪及早第三纪塔里木海湾的形成与发展 ”

新世中期
,

印度板块开始与西藏板块接合
,

更进一步加速了昆仑山的隆起
,

帕米尔高原

得以形成
,

并使昆仑山的北界由南向北逐渐推移
。

其结果使塔里木海湾赖以生存的阿莱

依海峡逐渐缩窄并抬升
。

至渐新世末期
,

喜马拉雅运动的第三幕发生
,

从此结束了塔里

木海湾生命的发展
,

海水彻底退出海湾
,

从此塔里木海湾变成了永久性大陆的一部分
。

巴什布拉克组二段一四段
,

是海相泥岩夹砂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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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渐新世化石
。

巴什布拉克组五段是陆相红色膏泥岩和 泥 岩
-

砂岩沉积
,

不含任何化石
。

王鸿祯教授〔1 〕和郝治纯教授〔”都曾指出中新世西喀什地区有海侵发生
,

其依据是

乌恰附近的中新统沉积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有孔虫化石
。

关于这些有孔虫化石的地质解

释
,

在此不准备讨论
。

现只就乌恰一带在中新世时所处的地质地理背景上
,

对此问题进

行下述讨论
。

渐新世末和中新世
,

乌恰以西一直到我国边境的斯木哈那的广大地区内
,

普遍沉积

是一套棕红色
、

褐红色砂岩
、

泥岩
、

并夹有砂砾岩透镜体
,

代表了冲积
一
洪 积 和河流相

的沉积
,

并没有见到有任何海侵沉积序列的迹象
,

苏联境内也是如此
。

从苏联岩相古地

理 图上来看
,

自中新世早期开始
,

古特提斯海水已后退到距我国边境约一千多公里 以外

的地区
,

在与我国接壤的地区
,

除遭受剥蚀的山地外
,

全是一些平原河流相和山麓冲积

一洪积砂砾岩相的沉积区
,

只在距我国边境 200 公里之外有一小型的内陆淡水湖泊
,

至

中新世晚期
,

这唯一的内陆淡水湖泊也变成了内陆咸化泻湖〔7 〕
。

中新世 中期和晚期
,

古特提斯海的边界仍然在继续向着远离我国的方向
,

向西向北龟缩
,

没有任何向我国进

侵的迹象
。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
,

中新世海侵或海泛之说不能成立
,

我们不能设想
,

短暂的一次

海泛
,

能越过千余公里的广大地区
,

只在海泛的尽头留下证据
,

而在中间经过的广大地

区内不保留下任何痕迹
。

本文是笔者1980一1981年间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振春
、

任森厚
、

张保民三同志在塔

里木盆地西部进行晚白至世一早第三纪岩相古地理野外考察时所获得的一些认识
,

由我

们俩人执笔编写
,

实际上它是我们五位同志的共同劳动结晶
。

由于笔者水平不高
,

所讨

论的问题可能多有不妥
,

望批评指正
。

吴丽娟同志帮助清抄文稿
,

李咏同志清绘图幅
,

顺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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