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第
#

期

!$%!

年
%!

月!

#L$(#L"

!!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01-/+,2-+34+5+

67

8,9:/,4.85;42+1.<42;4248.<=

!!!! !!!!

>+5?!"

!

@+?#

A4

B

?!$%!

!

#L$(#L"

!!

收稿日期!

!

!$%!($%($#

"

!!

改回日期!

!

!$%!(%$($'

"

!!

责任编辑!

!

余和勇

作者简介!

!

沈利霞#

%'"F(

$%女%工程师%硕士%

!$$)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从事地质勘查工作&通信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广瑞西

路
F"

号%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邮政编码!

&$$%"%

"

C(D8/5

!

0

e

25Y%&F

!

%F&?<+D

通信作者!

!

丁俊德#

%'&!(

$%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金属矿产地质找矿及地质勘查管理工作&

C(D8/5

!

9/,

6

?

e

1,94

!

%F&?<+D

!"#

!

$%&'%()

'

*

&#++,&$%%$-$.$/&/%$/&%.&%%2

冀北牛圈银金矿及营房银铅锌矿

深部成矿预测

沈利霞%

!李文圣!

!王自力%

!丁俊德%

!马家鑫&

!李学源!

!

%?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天津
&$$%"$

#

!?

内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
$%$$!$

#

&?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呼和浩特
$%$$!$

$

摘要!

!

对冀北牛圈银金矿和营房银铅锌矿矿床特征和相互关系的研究认为%营房矿体西部的硅

化体及硅化花岗岩质角砾岩系成矿前断裂
G

%

形成的%由于成矿后断裂
G

!

大幅度的右行推覆作

用%使原处于同一水平上的银金矿%在营房矿区被掩埋在深部%而深部的银铅锌矿却被推移到了浅

部目前的位置"牛圈银金矿深部的铅锌矿未受到后期
G

!

断裂的波及%可能完整地被保留在深部原

位&根据地质(地球化学研究%提出了-在牛圈矿体深部找营房矿体%到营房矿体深部找牛圈矿体.

的深部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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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圈银金矿"营房银铅锌矿"控矿断裂"成矿后断裂"区域成矿模式"原生晕"冀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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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冀北牛圈银#金$矿和营房银铅锌矿是上世纪
)$

年代发现%由华北有色地勘局
L%#

队和地质研究所分

别进行了地质勘查和研究工作&许晓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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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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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对丰

宁银#金$矿的控矿因素(矿床成因进行了研究%

!$$#

年%丰宁银矿和东北大学合作开展了矿床成矿规律和

成矿预测研究&对于牛圈矿体南部的营房铅锌矿%虽

有人提出该矿床应为深部之矿段%但两者却基本处于

同一高程范围%营房铅锌矿的矿体均为松散的角砾状

岩石%开采条件非常复杂%与牛圈矿区形成显著差异&

为此%要开展本区的深部找矿%首先需要查清两个矿

床的构造控矿特征及相互的关系&充分利用现有的

研究成果(大量的测试数据%从区域矿产的分布规律

中提取深部找矿的思路%总结成矿模式%指导深部预

测工作%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主导思想&

%

!

区域地质

牛圈银#金$矿和营房银铅锌矿所在区域位于华

北陆块北缘内蒙地轴的围场拱断束中上黄旗构造
J

岩浆带的西侧)

%&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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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区域为长期隆起的地质单元%出露地层比较简

单%基底为古元古界红旗营子群%呈
CW

向零星分

布于岩浆岩及火山岩之间"中生界上侏罗统和下白

垩统中酸性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堆积于矿区外围

广大地区%覆盖于红旗营子群及部分岩浆岩之上&

红旗营子群可分
&

个岩性段!上段为黑云斜长

片麻岩%原岩为中
J

基性火山熔岩及碎屑岩"中段为

含石墨磷灰石石榴石片麻岩(石英片岩夹大理岩%原

岩以沉积岩为主%夹中基性火山岩
J

火山碎屑岩%

K0

%

a,

%

M

6

%

*1

等元素的丰度较高"下段为细粒
J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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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台背斜银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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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盆地"

!?

浅成低温热液型"

&?

陆相次火山岩型"

#?

层控热液叠加改造型

细粒黑云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浅粒岩等&变质

岩系局部混合岩化强烈%可形成带状混合片麻岩&

中生界为一套火山沉积岩系%以上侏罗统及下

白垩统最为发育%堆积于
@C

向的火山断陷盆地内&

!.*

!

岩浆岩

区内火山
J

岩浆活动分为
#

个旋回&

"

五台旋

回!呈
CW

向%沿丰宁+隆化深断裂两侧出露"

#

晋

宁旋回!呈
CW

向%主要沿大庙+娘娘庙深断裂分

布%以斜长岩(苏长岩为主%与大庙式钒钛磁铁矿有

关"

$

海西旋回!受西伯利亚板块的俯冲影响%沿

CW

向压扭性构造及
A@

向张性构造分布"

%

燕山

旋回!主要受乌龙沟+上黄旗深断裂控制%呈
@@C

向分布%与本区铅锌(铀(钼(银(铜矿关系极为密切&

!.'

!

地质构造

区域构造以断裂为主%褶皱次之&经过长期的

构造演化%区域展布着一系列
CW

向压性断裂(

A@

向张性断裂(

@C

向和
@W

向压扭性断

裂%构成近
A@

向的丰宁+上黄旗+森吉

图海西期构造
J

岩浆带&在燕山运动过

程中%乌龙沟+上黄旗
@@C

向深断裂斜

切
A@

向的构造
J

岩浆带#图
!

$%并在上

黄旗附近受到
@W

向断裂的切割%分为

!

支%继续向北东方向延伸&赤城+隆化

深断裂与大庙+娘娘庙深断裂于丰宁东

部交汇&从莫霍面等深线图可以看出%

丰宁地区恰好处于莫霍面凹陷最低处向

莫霍面斜坡带变化的拐点部位%硅铝壳

的厚度具有明显的变化&

丰宁地区在海西期和燕山期构造作

用下%构成不同方向大型断裂的叠加
J

交汇区%同时造成深部岩浆岩的强烈的

上侵%在遥感影像图中出现直径超过
%$$

bD

的环形构造&本区基底由红旗营子

群变质岩组成%长期处于隆起剥蚀状态%

在其南部可以见到弧形断裂产出%由
@W

向逐渐转

为
CW

向%继而又开始折向
@C

%清晰地勾勒出环形

构造的南部边缘%北部地区由于岩浆岩及火山岩的

覆盖%地表显示不够明显"该环形构造推测是岩浆杂

岩的反映%燕山期的火山机构发育%现今为多处的热

泉分布&据此认为%丰宁岩浆岩隆起实际上是一个

幔枝构造区+++丰宁幔枝区&

!.+

!

区域成矿条件

丰宁幔枝区由于长期处于上升剥蚀状态%前长

城系基底广泛分布%受断裂构造(海西
J

燕山期侵入

杂岩和中生代断陷盆地的控制%形成一批铅锌(铀(

钼(银(铜矿&在丰宁县城附近产有大型斑岩型钼矿

床#撒岱沟门$%其外围分布有一系列热液型铅(锌(

银(铀(钼多金属矿床#如青羊沟(千佛寺(北岔和北

岔沟门等$和隐爆角砾岩型中低温热液银(铅(锌矿

床#如牛圈+营房(茶棚(

#F$

等$

)

%#

*

&

表
!

!

区域岩石成矿元素浓集克拉克值和浓集系数

X8054%

!

X=4.4

6

/+,85<+,<4,-.8-/+,*58.b48,9<+,<4,-.8-/+,<+4QQ/</4,-+Q+.4454D4,-

岩石类型
M

6

:+ M2 K0 a, A0

红旗营子群

变质岩

浓集克拉克值
"?$L F?%$ L?$% &?"% &?!L $?)"

浓集系数
%?%#

&

&L %?'%

&

)?$F $?&)

&

%F?L' %?!'

&

%#?)# $?!"

&

%)?'" $?L)

&

%?!$

张家口组

火山岩

浓集克拉克值
L?$F )?## #?)' !?$' $?)) %?$!

浓集系数
$?L"

&

!'?#& !?)#

&

%)?L' $?&)

&

!!?"F %?&#

&

&?%& $?L!

&

%?L! $?#F

&

!?L)

花岗岩类
浓集克拉克值

#?F# #?#$ L?%$ &?$) %?$$ !?&&

浓集系数
$?"%

&

"?)F !?F'

&

F?L# $?&)

&

!&?)! %?&F

&

)?)F $?"!

&

%?'# $?FF

&

#?$L

!

注!浓集克拉克值是指岩石中元素含量平均值与该元素克拉克值的比值"浓集系数是指岩石中元素含量与克拉克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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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丰宁地区地质构造及岩浆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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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

白垩系"

&?

侏罗系"

#?

太古界双山子群"

L?

太古界单塔子群"

F

&

"?

花岗岩"

)?

次石英斑岩"

'?

斑状花岗岩"

%$?

次石英粗面岩"

%%?

钾长花岗岩"

%!

&

%&?

闪长岩"

%#

&

%L?

二长斑岩"

%F?

石英二长斑岩"

%"?

正长斑岩"

%)?

石英正

长斑岩"

%'?

实测及推测深断裂"

!$?

矿床

!!

古元古界红旗营子群中的
M

6

%

:+

%

K0

%

a,

等成

矿元素丰度较高%被认为是区域成矿的初始矿源层&

M

6

的丰度在红旗营子变质岩中为
$?#'S%$

JF

%其

浓集系数为
%?%#

&

&L

%浓集克拉克值为
"?$L

"

:+

的

浓集系数为
%?'%

&

J)?$F

%浓集克拉克值为
F?%$

"

K0

的浓集系数
%?!'

&

%#?)#

%浓集克拉克值为
&?"%

#表
%

$&红旗营子群变质岩中
M

6

%

K0

%

a,

的浓集克

拉克值均高于区内中生代火山岩(海西期
J

燕山期

花岗岩%暗示着区域变质岩系可能是本区铅锌(银矿

成矿的主要物质来源%冀北地区的一些铅锌矿床就

直接产于红旗营子群变质岩系中&

由硅铝质地壳重熔形成的
A

型花岗岩使分散于

基底变质岩中的金属元素活化并产生相对

富集%当有合适的构造通道产生时%这些金

属元素就会集中在岩浆期后的残余热流体

中并向上迁移%一旦含矿流体的物理化学条

件发生改变%金属元素就会在有利的构造空

间沉淀富集成矿&牛圈矿区矿石铅的同位

素模式年龄为
L&L

&

%$'&:8

%营房矿区矿

石铅的模式年龄为
%$FL

&

%%%F:8

%对比

冀北地区蔡家营铅锌矿矿石铅的模式年龄

#

'$"

&

%%"&:8

$%两地区非常相似%说明本

区铅锌矿的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基底的变质

岩系&

对比冀北地区不同矿床石英包裹体测

温结果%牛圈矿区为
%L$

&

!)$ [

%平均为

!L$[

"蔡家营铅锌矿为
%)$

&

&!$[

"撒岱

沟门钼矿为
#$%

&

#F%[

"可见矿床的成矿

深度与成矿温度密切相关&位于隆起区中

部剥蚀较深的地区出现了深成的钼矿床%位

于隆起的边缘红旗营子群中产出脉状铅锌

矿床%而在火山岩盆地边缘的断裂及隐爆角

砾岩中%则生成中低温隐爆角砾岩型
M

6

(

K0(a,

矿床&

!

!

牛圈和营房矿区矿床地质特

征

!!

牛圈银金矿及营房银铅锌矿产于
@@C

向的断裂中%矿体均受断裂构造控制%二者

一北一南#图
&

$隔沟相望%但两个矿床的矿

石类型(矿石的结构构造有明显的差异&现

简述如下!

*.!

!

牛圈银金矿床

矿体产于
G

%

断裂带中%控矿断裂走向
Lf

&

%%f

%

倾向
AC

%倾角
#$f

&

F"f

%是本区
@@C

向大断裂的次

级构造%其表现特征是破碎强烈%具有多期次活动的

迹象%早期为压扭性%后期为张性%断裂带宽
!

&

%LD

%断裂带中有挤压片理化残留体和角砾岩#矿

体$的硅质胶结体&可见到大角砾中包括小角砾%小

角砾中又包括更小的角砾&断裂沿走向呈舒缓波

状%沿倾向显示陡缓规律性变化#图
#

$&

围岩蚀变广泛发育于角砾岩体内外%范围大(类

型多%蚀变带长度
$

%bD

%宽达
%$$

&

&$$D

%为典型

的低温热液蚀变组合%有硅化(水云母化(高岭土化(

!L#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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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牛圈矿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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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

古元古界红旗营子群"

&?

燕山期花岗岩"

#?

海西期粗粒花

岗岩"

L?

花岗岩脉"

F?

花岗斑岩"

"?

硅化体"

)?

硅化绿泥石带"

'?

早期角

砾岩带及断裂编号"

%$?

成矿后角砾岩带及断裂编号"

%%?

蚀变带界线"

%!?

断裂带"

%&?

矿体"

%#?

勘探线及编号"

%L?

推断成矿后角砾岩带界线

绿泥石化(碳酸盐化(蒙脱石化(铁白云石化及重晶

石化等"蚀变出现侧向分带特点!矿体底板为高岭土

J

绿泥石
J

伊利石化带%矿体中为硅化
J

水云母
J

蒙脱石
J

萤石化带%角砾岩体外侧为石英
J

黄铁矿

J

绿泥石
J

碳酸盐化带&

矿床共圈定
!F

个工业矿体#

%$

个银矿体%

%F

个

金矿体$%其中
(

号矿体为主矿体%银金属量占

'!I

%矿体长
"L$D

%厚
)D

%垂深
)$

&

&"$D

&

矿体厚度(品位随产状变化!沿走向拐弯处及沿

倾斜变缓处矿体厚度增大%银金品位变富"而走向平

直及倾斜变陡处厚度变薄%品位降低&如
"'

线

剖面#图
#

$%矿体倾角
"$f

时%厚度
F

&

)D

"倾角

为
&$f

时%矿体厚度
%%

&

%)D

%银品位较富&银品

位
L$S%$

JF

&

')$S%$

JF

%平均
L%"S%$

JF

"金品

位
$?)'S%$

JF

&

%$?F&S%$

JF

%平均
%?'#S

%$

JF

&

有用组分除银金外%伴生有铅锌%但品位较

低&银金矿物有辉银矿(自然银(银金矿(金银

矿(富银硫砷铜银矿(富银硫锑铜银矿(自然金和

螺状硫银矿等&

*.*

!

营房银铅锌矿

营房银铅锌矿赋存于中粗粒花岗岩与古元

古界石榴石二长片麻岩接触带之间的断裂破碎

带中&矿体围岩为破碎带和蚀变碎裂粗粒花岗

岩%共圈出
#

个矿体&矿体呈囊状或透镜状产

出%矿体走向长度不大%最大矿体长
&L$D

%一般

只有
L$D

&延深仅
#$

&

%L$D

#图
L

$&

&

!

成矿预测

'.!

!

地球化学预测依据

根据牛圈银金矿体
"'

线原生晕剖面的研究

#图
F

$%

M1

%

M

6

原生晕与矿体相似%尾部晕趋于

尖灭"

"

M2

原生晕在矿体前部和尾部较中部发

育"

A0

原生晕在矿体前缘和尾部均低于中部"

K0

%

a,

原生晕与矿体规模一致%向深部仍有延

伸"

*1

原生晕主要出现在深部"

:+

原生晕主要

分布在矿体的中下部"

:,

只在矿体前部和尾部

出现&

综合
"'

线剖面各元素原生晕发育情况%归

纳出各元素的垂直分带特征!矿体上部!

M2

%

A0

%

M

6

%

M1

%

K0

%

a,

%

:,

等元素%矿体中部!

M

6

%

M1

%

A0

%

K0

%

a,

%

:+

等元素%矿体下部!

M2

%

*1

%

:+

%

:,

等元素&

根据李惠等#

!$$"

$研究成果%对金矿体预测盲

矿体的准则%

M2

%

:+

%

:,

在前晕及尾晕有共存准

则%指示深部还有寻找盲孔体之可能&

'.*

!

地质预测依据

在
%''$

年底提交的牛圈银金矿勘探报告中%对矿

体下盘存在的数十米宽的构造破碎带未能详细研究%

一并归为成矿前断裂的组成部分"

%''%

年提交的营房

详查报告时%已发现-主要控矿构造和破坏矿体的构造

没有完全搞清楚.%将其视为另外一个断裂&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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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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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圈银金矿
0]

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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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期花岗岩"

!?

成矿前断裂带及矿体"

&?

成矿后断裂带"

#?

钻孔"

L?

断层

图
)

!

营房银铅锌矿床
++

勘探线剖面图

G/

6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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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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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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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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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

海西期花岗岩"

!?

硅化脉"

&?

铅锌矿体"

#?

元古界"

L?

断层"

F?

钻孔"

"?

成矿后断裂带

图
/

!

牛圈银金矿
0]

线原生晕地球化学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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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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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Q@/1

e

18,M1(M

6

9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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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7

=85+

%?

燕山期细粒花岗岩"

!?

海西期粗粒花岗岩"

&?

蚀变破碎花岗岩"

#?

蚀变粗粒花岗岩"

L?

原生晕内带"

F?

原生晕中带"

"?

原生晕外带

#L#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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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

华北地台北缘浅成中低温热液铀钼矿多金属矿床成矿模式图

G/

6

?"

!

:/,4.85/E8-/+,D+945+Q4

B

/-=4.D85

1.8,/1D(D+5

7

094,1D8,9

B

+5

7

D4-855/<94

B

+2/-28-D+.-=D8.

6

/,+Q@+.-=*=/,8

B

58-Q+.D

%?

硅化
J

褐铁矿化带"

!?

蒙脱石化带"

&?

赤铁矿化带"

#?

线型绢云母化带"

L?

面型绢云母化带"

F?

青

磐岩化带"

"?

硅化带"

)?

黏土化带"

'?

侏罗系"

%$?

元古宇"

%%?

燕山期花岗岩"

%!?

海西期花岗岩"

%&?

硅化体"

%#?

钾长流纹岩"

%L?

隐爆角砾岩"

%F?

矿化段

!!

经研究%本区的断裂活动分为
!

期!即成矿前的

控矿断裂#

G

%

$和成矿后破坏矿体的断裂#

G

!

$&成矿

热液沿成矿前形成的
@@C

向断裂贯入%并在断裂

浅部形成硅帽或硅质脉%见于营房矿体的西部和勘

探剖面之下部#图
L

$%个别钻孔中见到可达工业品

位的薄层银矿&在硅质脉的深部即为牛圈矿体&根

据牛圈矿体的勘探成果及模式分析%银金矿体深部

无矿段下部即应是银铅锌矿的赋存部位%营房铅锌

矿的存在即是有利的佐证&

在营房详查报告中已指出-两矿体的关系不

清.%作为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根据研究认

为%两矿体实为同一矿床系列不同深度空间的产物&

营房银铅锌矿系受成矿后断裂
G

!

推覆而从深部向

上移至现在的部位&

根据对牛圈矿区的地质观察%矿体底板的角砾

岩带是具有强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的粗粒花岗岩破

碎角砾岩%岩石未经胶结%具有非常明显的鱼鳞状弧

形光面(长石棒状拉长等应力现象%经历过韧性剪切

变形作用&这个剪切带并非是成矿前断裂%而是成

矿后破坏矿体的构造&在南部营房村附近斜切成矿

前的断裂%在牛圈矿区南端的探槽中%只见土状绿泥

石和高岭土等断层泥%未见银金矿化%但在钻孔深部

见到了具有工业品位及一定厚度的银矿体&

向南到营房矿区%矿体位于宽缓的低洼地带&

营房银铅锌矿实为一未经胶结的角砾岩带%矿石呈

角砾状混杂于粗粒花岗岩角砾中%是成矿后断裂将

矿体破坏形成的断层角砾岩带&该断裂带是牛圈矿

体底部
G

!

韧性剪切带向南的延伸部分&

关于断裂的性质%如前所述%控制成矿作用的

G

%

断裂构造具有先挤压后拉张性质%在牛圈矿体剖

面图上#图
#

$显示有由缓到陡的膨缩变化及多期活

动的特征%矿体上盘向西推覆&牛圈银金矿体赋存

于
)%"

&

%&!$D

标高%由于成矿后断裂的推覆作

用%使原位于深部的营房银铅锌矿向上推移至
'F)

&

%!!$D

标高%使不同深度空间形成的矿体共存

于相似的标高范围内&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推论!营房矿区矿体西部

的硅化体#石英脉$及胶结的硅化绿泥石化粗粒花岗

岩角砾岩带%系成矿前断裂
G

%

形成的角砾岩带和矿

化前缘之硅质岩带%银金矿体的原生位置应在营房

矿区的深部%经后期断裂的推覆作用%位于断裂
G

!

上盘的银铅锌矿体被推覆到现在的标高位置&

'.'

!

找矿预测及验证效果

综合以上依据认为%由于成矿后大幅度的右行

推覆作用%使原处于同一水平上的银金矿%在营房矿

区被掩埋在深部%而深部的银铅锌矿却被推移到了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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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部"牛圈银金矿深部的铅锌矿未受到后期
G

!

断裂

的波及%可能完整地被保留在深部原位&换言之%本

区的找矿预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牛圈深部找营

房%到营房深部找牛圈.&

根据这一预测思路和找矿方向%在
â "#(#

号

孔中见到效果!距浅部钻孔约
%L$D

%钻孔于
&&L?$#

&

#&F?#%D

处见到碎裂状花岗岩%在
L''?F

&

L''?'

D

处见到银(金矿化%厚
$?&D

&银品位
"

#

M

6

$

V

&%!?&S%$

JF

%金品位
"

#

M1

$

V&?)LS%$

JF

&牛圈

矿区深部的成矿空间已向下延深了
!$$

多
D

&由于

施工钻孔深度还不够深%尚未打到铅(锌矿段%还有

待下一步的探矿工程证实&

#

!

区域成矿模式

华北地台北缘及内蒙地槽的南部属于
M

6

%

M1

%

K0

%

a,

%

:+

等成矿元素高丰度地球化学背景场%分

布着大量的铅(锌(银矿床%并有一系列铀钼矿及异

常分布&海西
J

燕山运动以来%区内岩浆岩侵入及

火山喷发活动十分强烈%在
CW

向及
@@C

向断裂

的作用下%形成一系列的岩浆隆起带和火山断陷盆

地&在火山断陷盆地的边缘与深断裂接合部位有利

于岩浆及含矿溶液的入侵和上涌%有利于在浅部形

成中低温银金矿床及铀钼矿床)

%LJ%"

*

&根据本区已

知矿床成矿规律的研究%结合浅成中低温矿床成矿

特征%现将其成矿模式综合为图
"

&

根据大量的勘查成果%浅部的银金矿多与深部

的铅锌银矿密切有关%铅锌矿深部多见到与斑岩体

有关的钼矿床%如本区北部的茶棚及北部翁牛特旗

的二把火等矿区&铀钼矿多与铅锌矿关系密切%如

大官厂铀钼矿深部发现铅锌矿%

#F$

铀钼矿附近有

蔡家营铅锌银金矿出现%该矿体有些铅锌矿脉已贯

入到侏罗系白旗组地层中)

%)

*

&事实证明%在上述地

质环境下%燕山期岩浆岩在深断裂的诱导下%在上侵

的过程中携带和萃取围岩中的
Z

%

:+

%

K0

%

a,

%

M

6

%

M1

等成矿元素%在不同的温度(压力等条件下%自下

而上形成斑岩型钼矿(脉状铅锌矿(隐爆角岩型银金

矿和隐爆角砾岩型铀钼矿%构成一套完整的矿床成

矿系列)

%'J!%

*

&各类矿床之间多有一段无矿间隔%并

于地表浅部多有硅质脉体出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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