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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变纪碳酸盐台地

王承书 译编

(成都地质矿产研 究所 )

一
、

引言

这篇关于碳酸盐台地的立项论文 ( oP is it on p ap er )建立在 G s G P 的
`

,jF hs 。 岛文献
”

之上
,

并涉及这一文献的几个基本论题
,

如
“
全球地层韵律和事件

”
和

` ,

全球碳酸盐台地沉积相分

析
。 ”
本报告的第二个主题是白垄纪的特殊性及其对碳酸盐台地的生长和消亡的影响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显生宙时地球的外部条件以循环的而不是单向演化的方式变化

着 (例如图 1 ,

iF
s hc er

, 1 98 2 )
,

而第四纪和中白至世为海洋— 大气圈体系变化的两个端点
。

白垄纪的
“

温室地球
”
极不同于我们现在居住的

“

冰室地球
” 。

研究白奎纪是对现实主义方法

的严重挑战
,

但也提供了一个认识外部地球是怎样真正运转的机会
。

与第四纪碳酸盐台地相

反
,

白奎纪台地是发育在一个没有大冰盖
,

因而海平面变动的型式极不相同的世界上
。

其气

候
,

从极地到赤道的温度梯度 只有现在的一半
,

大气循环似乎主要为季风而不是信风
。

温室

地球与海洋和大气 圈中上升的二氧化碳水平互相关联意味着碳酸盐的沉淀
、

溶解和成岩蚀

变与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
。

GS G P 的台地这一项 目
,

受到各国现有的资金与人力 的限制
,

同时还受到时间的制约

— 我们必须在 3一 4 年内争取获得主要成果
。

为了避免与进行中的其它计划或项 目重复
,

还进行了一些限制
。

例如
,

法国的环地中海

台地计划和 工G C P 第 26 2号项目
“

特提斯白至系的对比
, ”

我们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

我们期望与 G s G P 的其他工作组发展有意义的联系
:

第一工作组的碳酸盐海平面曲线
,

第二工作组的台地淹没一大洋缺氧之间的联系 ;第三工作组的可能的高分辨率地层学
;
第五

工作组推荐的台地气候研究和碳酸盐沉积物可能体积的估算
。

在确定台地专题讨论会活动的可能 目标时
,

我们强调了基础编辑和全球汇编
,

避免从一

开始就要求统一有争议的问题
。

工作组的基本职能是作为讨论的场所和推荐标准化的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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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显生宙的冰室一温室旋回及伴随的主要碳酸盐沉积物的成分变化 (据 F is c h o r ,
1 9 8 2 ;

sa dn ber
g

,

1 9 8 5 )
。

二
、

碳酸盐台地上沉积物的产生
、

成分及相型式

白垄纪台地怎样发育 ? 哪些生物是主要的造沉积物生物 ? 这些沉积物的矿物成分和粒

度怎么样 ? 白至纪台地的再造相型式是什么 ? 以及如何将这些型式与现代或地质记录中的

其它型式进行对比 ?

这些不是新问题
,

但鉴于上述白奎纪的特殊性
,

它们却是合理的
,

当然仅是白垂纪的很

不完全的关键间题
。

此外
,

如果我们以台地作为气候
、

海平面和海洋环境的史书
,

那就必须不

断加深对台地体系本身的了解
。

我们认为
,

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小组来说
,

最有益的论题应围

绕沉积物的产生和相型式
。

1
,

生长潜势

台地 向上产生沉积物和向盆地推进的速率是控制台地兴亡及其生长期间几何形状的主

要特征
。

我们认为
,

大量的资料都分散在社会上
,

经过整理
,

其中的大部分均可获得
。

应集中

力量研究各种生物群的定量组成
、

细粒物质 (例如泥成泥晶和胶结成的泥晶 )的成
几

因
、

鲡粒的

不同丰度 (及成分?) 以及白至纪碳酸盐的平均矿物成分
;
要根据沉积物的产生及请如厚壳蛤

之类的单个造架生物垂直上建和线性生长的速率 (其生长量可以测定 )来测定台地的生长速

率
。

2
.

相型式

相型式是复杂自然现象的有用的抽象概括
,

其总是不完美的近似
,

并需要不断地改进
。

碳酸盐台地模式则更为复杂
,

即相的型式不但受物理
一

化学因素控制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

生命系统控制
。

这就将生物演化作为一种控制因素
,

其通常产生一种在时间上不重复的独特

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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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白至纪台地相模式 ( M a s s 。
和 F h 迈p

,
1 9 8 1

.

)

虎

图 3 向上变浅旋回呈垂直相序的重复型式
,

东非阿普第阶

M us t国比u 组
。

深水泥灰岩向上变浅为厚壳蛤灰岩 (据肠哈
e址in

,

未刊 )

业 已表明
,

白奎纪台地相大

致可与威尔逊 l 9 7 5( 图 2) 的标准

相带相对 比
。

可是
,

我们的全球计

划使我们能用比迄今更为详细和

好得多的区域控制因素去进行对

比
。

特别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作为

台地 和盆地 间 临界面 的台地边

缘
、

台地向硅质碎屑 相的向陆过

渡
,

以及作为特别常见的垂直相

型式的向上变浅旋回 (图 3 )
。

对

这些旋回的研究必将导至 自旋回

与他生旋回的广泛争论
,

即旋回

产生于沉积体系内或受外部因素

支配之争
。

在位置和规模允许的任何地

方
,

相的研究均应包括台地的露

头和地震图象的比较
。

通过地震

手段能
“

看见
”

的地球上的沉积物

比在露头上容易得到的多得多
,

这些图象的沉积学解释主要取决

于用于校准的地面控制
。

特别紧

迫的问题是对台地的内部
、

边缘

和侧翼的地震剖面和露头剖面进

行比较 ( 图 4 )
。 “

地震礁
”
如何与

“

地质礁
”
进行比较 ?

“

地震泻湖沉

积
”
如何与露头上确定的泻湖 沉

积比较 ? 我们刚试图将这些通常

出露得很好的特提斯台地与埋藏

于西太平洋或大西洋边缘上的台

地进行比较时
,

诸翅此类的问题

就摆在 了我们面前
。

,

3
.

研究建议

确定诸如厚壳蛤 (其生态耐性比珊瑚大得多 )
、

有孔虫小圆片虫类等特殊的白里纪生物

群的作用
;
编制台地生长速率和沉积物产生速率图

,

特别着重于小的
、

出露极好的台地 ;将台

地的地震图象与露头中的对应物进行比较
。

相模拟中要解决的两个特殊间题是
,

台地和盆地

的相互关系和浅水沉积物的详细地层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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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白至纪碳酸盐台地地艇剖面 ( co
r so

,
1 98 8)

,

表示台地内部
、

边缘和侧翼的划分
。

根据

反射特征进行的这种划分与沉积学上划分的相之间的对比需要综合研究地展图象和雌头
,

包括露头的地艇模拟
。

三
、

时间控制

沉积学研究中有诸多阶段和活动
,

其时间控制是不太重要的
。

下述情况尤其是这样
:

不

管地层时代如何
,

人们均可解释沉积物语言的字母表
,

即研究记录物稗
一
化学作用的沉积构

造o’M 是
,

当我们试图阅读这种冗长的原版信宴时
,

显然必须依次排列成行
,

书页堆应冠以适

当的页码
.

这里提出的课题便属于这种类型— 试图从解释字母表着手阅读历史书籍
。

因

此时间控制是绝对不可缺的
。

我 们对年代委员会的计划寄予厚望
。

传统上
,

碳酸盐台地一直是经典地层学 (其分辨率 比具开阔大洋生物群的地层低得多 )

的一个薄弱点
。

在部分白垄系中
,

由于造成高能碳酸盐砂中良好地层的大有孔虫物种的迅速

形成
,

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

此外
,

物理地层学和化学地层学的长足发展也值得一提
,

现讨论

如下
。

1
, `

古地磁

超导磁力仪的出现使得能够阅读浅水破酸盐中细菌磁铁矿的微弱磁信号
,

这种技术已

成功地运 用于地质记录中 (例如 H ur l ey 和 v a
五de r y 。 。 ,

1 9 8 7 ;
M

c

Ne ill 等
,

在印刷中 )
。

它将提

供超出白至纪漫长的正常间隔 ( 即白摩纪最早期和晚白垄 ) 的重要地层控制因素
。

2
.

镍同位素

假定沉积浅水碳酸盐的海水中” sr / 舫 sr 比值几乎没有分馏
。

这一比值表明显生宙时以

大陆侵蚀和大洋玄武岩蚀变之间的不稳定平衡为基础的长期变化
。

白垄纪曲线提供的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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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比新生代的差
,

但却合理地显示 了晚白奎世及侏罗一白垄界限处的梯度很陡 ( K oe 卜

n i e k 等
, 19 8 5 )

.

3
.

旋回地层学

旋回地层学即地球的轨道摄动 ( or ib alt pe rt ur b iat on
s

)造成的沉积旋回的鉴定和对比
,

在

过去 5 年来已取得惊人的进展
。

白噩纪大洋记录显示出特别突出的韵律性
,

频率条带为

10
,

0 00 一 1 00
,

0 00 年
。

在很多情况下
,

其轨道控制都最终得到证实并用于晚白垄世的陆间对

比 (见第三工作组的命题论文 )
。

台地侧翼新第三纪沉积物的显著轨道韵律 ( rD ox ler 等
,

在印

刷中 )证明对在这种
“

台缘
”
环境中追踪白圣纪旋回持乐观态度是正确的

。

地球轨道的脉动是

否在白奎纪台地层序中表现出来还是一个有魅力的问题
,

按理应与第三工作组合作
,

继续进

行研究
。

关键的问题是
,

轨道变化怎样能在没有大的冰川性海平面升降变化的情况下产生台

地旋回
。

四
、

白至纪碳酸盐海平面曲线

v ial 等 1 9 7 7 在其根据沉积物几何形状判断海平面相对变化的开拓性努力中
,

未系统地

区分硅质碎屑体系和碳酸盐台地
。

最近的研究已表明
,

台地对海平面的反应不同于硅质碎屑

体系的反应
。

例如
,

在海平面高水位期
,

台地往往排出大部分沉积物
,

并改变高水位和低水位

之间的沉积物 的成分 ( D r o x l e r 和 S e h l a g e r ,

19 8 5 ; H a a k 和 S比 l a g e r ,

在印刷中 )
。

而且
,

台地构

筑起有较高边缘和侧翼的特州
;少也形

,

这些边缘和侧翼通常太陡
,

以致于硅质碎屑不能沉积下

来 (sc hl ag er 和
cam

be r ,

1 ,弱 )
。

囚此
,

碳酸盐台地的淹没及其后被硅质碎屑沉积物的缪藏便

产生了易与 v ial 等 1 9 7 7 的低水位期不整合混淆的淹没不整合
。

我们建议完全根据碳酸盐

序列作海平面曲线
,

以免造成这些失误
,

同时充分利用作为海平面运动记录者的碳酸盐台地

的特性
。

由日光和海洋最上部层海生物产生的碳酸盐台地
,

其往往在海平面上保持平顶
,

并忠实

地记录了与这一理想位置的偏差
。

海平面的相对降低使其迅速暴露和喀斯特化
,
快速沉没引

起沉积物成分的急剧变化
,

并最终使台地停止生长
。

在有利的条件下
,

台地也记录作为古潜

水面的海洋的低水位期 (图 5 )
。

在简单的情况下
,

通过测量低水位和伴生的喀斯特层位之间

的距离
,

提供了制约海平面下降幅度的一个机会
,

所提供的喀斯特剥蚀量可以估算
。

如上所述
,

通过浊积岩和台缘泥的丰度和成分的变化
,

台地侧翼记录了海平面的变化

( 图 6 )
。

根据被改造物质的年龄和成分
,

可以识别主要低水位期的深切侵蚀作用 ( S hC l as er 和

rP e m of i is vl a ,

1 9 8 6 )
。

岸顶和侧翼的联系提供了将海平面记录与全球浮游生物地层学连接起

来的一个机会
。

而且
,

对不同沉降状况的台地进行比较
,

也提供了一种估测超区域的或全球

海平面变动的速率和 幅度的相当灵敏的手段 (图 7 )
。

总而言之
,

台地无疑是海平面相对变化的极好的地质标志之一
。

但是
,

即使在最可能的

情况下
,

台地— 象其它任何沉积体一样
,

将代表全球的或区域的海平面运动的总和
。

分离

全球海平面升降成分需要将构造要素预先模拟 (B ur ton 等
, 1邻7元 官前看来

,

洋中脊环境的

模拟 (例如 w at st 和 iR be
,

19 8 4) 比大陆看来要容易一些
,

这就突出了钻探西太平洋内地球上

最老的 ( 白至纪 )环礁 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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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古潜水面处的同位素跳跃是由渗流带内同位索轻

的土壤水和较重的潜水 (富含于溶解的碳酸盐主岩中 )

的注入造成的
.

更新世
,

巴巴多斯
。

( A ua
n
和 aM

tt lle WS
,

19 8 2 )
。

由胶结物的成分和几何形状的研究所支持的同位素剖

面可提供确定低水位期潜水面的位置
,

从而估算海平面

下降幅度的一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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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碳酸盐台地侧翼记录的海平面
,

巴哈马更新统岩心
。

台缘软泥中文石的含量 (细线 )及浊积岩中球粒
、

鲡粒和葡萄石的百分数 (粗线)在间冰期明显较高
。

在这些时期
,

岸顶被淹没
,

并输出沉积物
.

此外
,

蚀积岩在

间冰期 (图右栏内的黑线条 )较常见 (
“

高水位束
” )

.

据 D or 对er 和 sc h la g er
,
又9 85 ; H . a k 和 翻丘比 , r (已提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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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通过比较不同沉降速率的台

地的出露和淹没可检树海平面曲

线
。

该实例表示 U以 q等 1 987 的部分

白蟹 纪 曲线及其在沉降速率为

I Dm八血和 10 m0 翔区 的台地上的假

定纪录
。

当出露层被薄层海相沉积

物分隔时
,

以 1如 / aM 速率沉降的

台地将为记录所有假定的海平面降

落数 ; 以 I Oo m / aM 速率沉降的台

地
,

于 n 次海平面降落中仅
“

见
”

3

次
,

海相间隔厚 l 或 2 个数童级
. ’

研究建议

编写世界各地台地出露和生长的历史
,

把这些记录积累起来
,

并将其与海平面运动的另

外两种测量 (由地震剖面产生的海岸上超曲线 ( H aq 等
, 1 9 8 7) 和克拉通淹没记录 (例如 H an

-

e o e k 和 K a u r加
a n n , 2 9 7 7 ) )进行比较 ;

特别要研究同时代的远洋沉积物中己证实的轨道旋回的频率范围内出露和淹没的韵

律
;

综合有关喀斯特地区剥蚀率的资料
,

并改进根据野外观察来估算喀斯特剥蚀量的标准
;

这样的项目对地层对比的要求很高
,

可能首先需要的是限定能很好测定年龄的时间层

( t im e 幼ic ` )
。

五
、

台地淹没和大洋缺氧

几方面的证据表明
,

健康台地的生长势 比长期沉降者以及观察到的百万年内海平面变

化速率高一至二个数量级 ( cS hl a罗 r , 19 8 1) 因此
,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
,

地质记录反复展现了世

界范围内的台地淹没期
。

有几个这样的事件发生于 白至纪
,

在这些地方
,

台地的壮观生长期

与世界范围的台地危机间隔交替出现
。

鉴于健康台地的生长势较高
,

白奎纪台地的淹没看来可能是由降低台地生长势的环境

的变化触发的
。

值得注意 的是
,

台地淹没往往与大洋缺 氧相吻合
,

这是极有趣的 ( 图 8 和

七 th u r
与 s c h la n o e r ,

1 9 7 9 )
。

H a l lo e` 和 s e h l昭e r 一9 8 6 年以来使这一观察更进一步
,

并提出一种

因果关系
。

他们提出
,

从洋中脊倒转 ( m id
一

oc e
an vo er t ur n) 的营养洪水可能毁坏了自养碳酸盐

底栖生物
,

将生物的产生转变为非碳酸盐产生的异养生物
,

从而降低了台地的生长势
。

洋中

脊水体倒转在现代已属罕见事件
,

白至纪海洋则被认为较容易倒转
,

因为盐度在这种海洋的

密度层中起很大的作用
,

而且温度和盐 度对水体密度的影响常常是相互对立的 ( eB
r ge r ,

1 97 9 )
。

某些无冰海洋模式明确地提出了洋中脊水体倒转 (例如 w il de 和 刀随r yr
,

1 9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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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l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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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口
l’0

ē 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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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投

N一洲

图 8 白至纪大洋缺氧事件 (上图 )

和台地淹发 (下图 )的频率分布 (大

洋缺氧事件数据 Jo

nk y ns
,

19 8 0)
。

这

两种现象在时间上重合
,

需要详细

证明并探讨其可能的因果联系
.

价 贝利亚斯阶
,

vc1 凡兰吟阶
,

aH 豪特里

维阶
;
aB 巴列姆阶

, A p 阿普第阶
.
月 b ja n

阿尔布阶
.。 森诺曼阶

; T 土仑阶声 桑

托阶
,
ca 坎佩尼阶

,

aM 麦斯特里希特

阶
。

!
四甘侣七.

大规模的台地淹没的其它原因包括构造运动
,

特别是在特提斯海域
,

在那里
,

大陆碰撞

始于中白翌世
。

通过与特提斯海域之外 (如太平洋和北美西部〕的台地进行 比较
,

可以验证这

一 假说
。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广泛的板块内火山作用 ( cS h l an 罗
r
等

,

19 8 1 )
,

或由于大但一直

封闭的南大西洋的干涸而引起的海平面脉动 ( eB
r ge r 和 w in et er r , 1 9 7 4 )

。

研究建议

精确地测定台地淹没和大洋缺氧事件的年代
,

证明其空间分布
;
调查能够研究淹没期间

群落演替的台地的实例
;
通过填制事件特别是阿普第 ( K ,

)
、

晚阿尔布 ( K :
)和森诺曼一土仑期

危机的分布图
,

验证可能的构造原因
;
估算保存有淹没事件的台地内具最高可能分辨率的堆

积速率 (旋 回地层学 ? )
,

以及调查海平面的快速脉动
。

六
、

台地和气候

现在的地球外部的条件与白奎纪
“

温室地球
”
之间差异很大

,

这就提出了恢复 白至纪气

候的特殊问题
。

在这里
,

碳酸盐沉积物以几种方式起着重要作用
。

第一
,

分泌碳酸盐的生物

群随着 日射和温度
,

即随着纬度的变化而变化
。

从热带碳酸盐到 温水组合的变化可用来对比

全球气候带 (图 9 和图 10)
。

第二
,

已经表明
,

潮坪能敏感地记录降雨和蒸发速率以及大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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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上带的经过 (Gi ns b ur g
,

1 9 75 ; H a
dr ie

,

1 9 7 7 )
。

诸如钙结砾岩之类的土壤和铝土矿也同样

与降雨一蒸发速率有关
。

现代气候模式 已对白至纪的降雨型式进行了相当确切的预测
、
碳酸

盐台地 内存在着一些临界特征 (图 1 1 ; P二 ir hs 和 加 rr on
, 1 9 8 6 )

。

第三
,

礁和台地边缘向风面

和背风面通常不对称
,

因而能记录主要的风向
。

而且
,

礁的发育可能应该反映所推断的特提

斯边缘沿岸上升洋流的负的影响
。

对风区和上升洋流的观察可供一个验证气候模式的预测

的机会
。

季风
,

即季节性转向的风而不是稳定的信风统治着白坚纪特提斯碳酸盐带的大部分

地区
。

图 9 现代太平洋赤道到温带碳酸盐相的纬度变化 (据 , h la
gn er

,
1 98 1 )

。

需要描述并作出白至纪各时

代类似的相变图
。

里几
安

巧

卜巡严 厂
釜

.。

}
、

火嗦撼
,

琳 l ~

理 l
拓 s卜
那 l

r = ~ 0
.

, 8
.

N . 1幼

v 叫 2
·

6 3一 1
·

5 3` 挑 , 二 r

一 o
·

, o
·

N . , 3 达尔文点

弗伦衍弗抓盆特
O

记华。

内 克o

琪吸

, 加份的 。

2碑 2 5

纬度 ( {
.

IN 〕

O ~ 、 、

草月拥[断城

饰

。 : 、 _ 。 ` 断

谷
于尽笔

,

佩
`

21 劝 29 加

图 10 现代太平洋中礁的生长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减少 (据 rG igg
,

1 9 8 2)
。

我们能确定并绘出白至纪的

达尔文点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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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碍碍
率率率

图 .ll 特提斯台地和佩定的白里

纪脚益气徽带和干早气像带 (据

叭越 . 由毅砂. t恤 中的 致公 r叻 )
。

阴形区一中
、

高降雨量
;
点画区一特提斯

碳酸盐台地 ,角形等高线一海岸线
.

带点

的一侧向陆
。

南
、

北台地带均断断续续地

处于潮湿气候带内
.

是由中纬度低气压

和广泛移动的热带大气辐合形成的
。

研究建议

作出从热带碳酸盐台地到温水相的向极地过渡图
;
重新研究碳酸盐台地的野外临界区 ,

搜集向风面一背风面不对称的实例
,

仔细地在野外证实
,

并反馈给气候模式建立者 ,探索按

照气候模式的临界条件确定的风向和风区 ;搜集碳酸盐潮坪的记录
,

并与潮湿带
、

干旱带以

及风暴带的模式预测进行对比
。

七
、

早期成岩作用的途径

通过探索沉积信号揭开成岩作用的面纱
,

是所有沉积学家们都熟悉的日常工作
。

这里
,

我们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叙述
。

然而
,

除了作为一个障碍外
,

台地成岩作用
,

尤其是白

奎纪台地的早期成岩作用也为地史学家们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机会
。

1
.

胶结物的成分

普遍认为白圣纪大气圈和海洋
,

表面二氧化碳的水平比现在高得多 ( A rt h ur 等
,

198 5)
,

这可能降低了海洋表面碳酸盐的饱和
,

有利于方解石而不是文石在鲡粒和海底胶结物中的

沉淀
。

这种
“

方解石优先
”
已在白奎纪记录中观察到 ( s幼 d比 gr

,

19 85
, w il k in son 等

, 19 8 5)
。

2
.

胶结物地层学和出露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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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垄纪台地是否在区域上曾受频率范围为 1 0
,

00 0一 1 0 0
,

0 0 0年的海平面旋回的影响
,

通

过成岩作用研究和相的研究
,

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好的论述 (例如 洲 en or
,

19 88 )
。

胶结物地层

学的新进展对本课题特别有意义
。

在碳质灰岩中
,

韵律性出露已产生特有的胶结型式 (伽-ld

set in
, 1 98 8 )

。

对 白奎纪中存在有相似的
、

冰 川
一

海面升降韵律很有争议 (例如 翻区t
het ,

,

1 98 4 )
,

因此要求对白至纪碳酸盐进行直接的观察
。

3
.

压实作用和堆积作用曲线

台地生长和沉积物堆积速率的估算被认为是评价台地生长势和探索梅平面快速脉动的
重要参数

。

这就要求去掉沉积体的压实作用
。

一些经验公式是有效的 (例如 s 心h m o k e r
和 H al

-

le y
,

19 8 2)
.

,

但对于它们在具特定矿物成分和沉积物成分的白至纪碳酸盐台地的各种相中的

应用尚桥评价
。

4
.

研究建议

详尽地汇集文石
、

方解石和镁方解石的原生沉淀物实例
,

以及所使用的鉴定标志
。

然后

证明成岩事件的序次
,

并将白噩纪早期成岩作用的途径与我们现代冰室地球中的进行对比
;

探索地表成岩作用及旋回台地序列 内的古潜水面
,

并与晚第三纪和二叠一石炭纪可证

明的冰川
一

海面升降旋回中的成岩型式对 比
;

根据钻孔或露头研究编制台地序列的压实作用曲线图
,

并与 已确立的压实作用公式进

行对比
。

八
、

训练和交换的可能性和需要

象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计划必须依靠许多按不 同传统训练过的
、

具不同背景和经验

的地质学家的合作
。

我们有必要熟悉彼此使用的术语
、

交换分类标准
、

相互了解最喜欢的专

题研究
。

19 8 8 年秋举行的这次专题讨论会
,

将是通过相互熟悉而达到标准化这一过程的第

一个机会
。

关于这一主要问题的下一步骤
,

必将在讨论会上讨论
。

李文汉审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