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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口铅锌矿床是我国著名的南岭多金属成矿带中的一个超大型铅锌矿，地处华夏地块南岭成矿带中段、粤北曲仁盆地北

缘中部（刘德利，2006；刘景委等，2005）。凡口矿田以晚古生界桂头群（D1-2gt）碎屑岩、中上泥盆统-下石炭统碳酸盐岩

为主，构成一个海进序列。泥盆系底部紫色碎屑岩与中上泥盆统碳酸盐岩为铅锌矿的有利含矿地层组合，绝大部分矿量集中

于海进旋回下部的东岗岭组（D2d）、天子岭组（D3t）。碎屑岩与碳酸盐岩的界线即矿床成矿的深部边界。矿区矿体均受断裂

构造控制（杨汉壮等，2006）。该区断裂、褶皱构造发育，构造型式较繁杂。 

1  广东凡口铅锌矿矿田构造特征 

凡口矿区断裂构造及部分次级背斜构造对矿体的控制明显，但矿区及周边地区的断裂构造格局及演化还存在争议。 

矿区内的褶皱构造主要是由上古生界构成

的呈南东向倾伏的凡口向斜（刘德利等，2006）

（见图 1），泥盆系-石炭系为翼，二叠系为核。

该向斜为不对称、局部紧闭并倒转的向斜，向东

南倾伏端（王涌泉，2009），核部变得紧闭，北

缓南陡。矿区内存在一系列次级褶皱构造，如狮

岭背斜、曲塘向斜等，其中次级背斜构造对成矿

有不同程度的制约（王宇琳等，2008）。 

凡口矿区断裂构造发育，依走向特征大致可

分为：NWW向、NNE向、NE向、NW向等。 

NWW向断裂：属成矿前的导矿断裂。总体

走向NW280°，倾向北，倾角15～30°。该向断裂

长期活动，沿断裂带发育柔皱矿化。 

NNE向断裂（F3、F4等）：为主要的控矿断裂。

总体走向NE10～20°，倾向东，倾角达70～85°。

其中F3控制矿区大部分矿量，是矿床的“旗杆”，

形成“大旗挂小旗”的矿床格局。 

NE向断裂（F101、F102等）：为主要的容矿断

裂。倾向SE，倾角约65°，主要夹于NEE断裂之间，为NNE向断裂走滑活动形成的次一级张性断裂面，赋存厚大矿体。 

NW向断裂(F203等)：F203断层是矿区规模最大的断层，走向300～310°，倾向NE，倾角60～70°。矿区主要矿体位于该断

层上盘。该组断裂南部延伸不明显。 

2  矿区 NWW 向断裂及破乱层的认识 

矿区坑道内见NWW向断裂构造，总体走向NW280°，倾向北，倾角15～30°。该组断裂经历多期活动，具有成矿期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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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东凡口地质简图 

（据凡口矿床资料修改，地层符号见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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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作用。断裂下盘发育柔皱及条带状矿化，粒度较细。凡口矿区北侧泥盆纪—石炭纪地层层序完整，但南侧包括矿区范围在

内的区域，石炭系壶天群（C2ht）白云岩直接覆盖于上泥盆统天子岭组（D3t）厚层灰岩之上，其间数百米厚地层缺失，缺

失的分布界线大体呈NWW向。该段地层的缺失从沉积相变化来讲难以解释，因此，推测可能存在一条NWW向断裂，且与

坑道内发现的NWW向断裂一致，并存在多期活动。 

凡口矿区在C2ht与D3t之间缺失地层，出现了数十厘

米至十余米的片理化泥质物，即“破乱层”（见图2），该层

面一直作为凡口矿床的角度不整合的风化壳。“破乱层”

早期主要是一些泥质、砂质物，岩质疏松，滞留空气中

很快氧化破碎；晚期岩性呈现出碎裂角砾岩的特点，角

砾与上下盘围岩岩性一致。“破乱层”中有密集片理化，该

层及其上盘均非底砾岩，岩性特点与断裂的多期 

活动有关。此外，缺失地层仅于凡口矿床及近外围

地区，且缺失地层差异大，“破乱层”的存在可推断C2ht

与D3t间存在一个较大规模的低倾角断裂，且断距较大。

“破乱层”是一种断层岩。 

3  矿区断裂构造及破乱层的成矿意

义 

凡口矿区位于晚泥盆纪浅海碳酸盐相-滨海碎屑岩相过渡部位，底部发育渗透性良好的紫色砂岩，成矿流体主要来自沿

紫色砂岩迁移的卤水（富含金属）以及来自地表经还原的水体（富含硫），两者的混合促使硫化物的沉淀。这一过程可能存

在深部岩浆热液的参与。 

成矿流体迁移时由矿区北部早期的 NWW 向断裂导入，沿碎屑岩向上部碳酸盐岩运移，在迁移过程中“破乱层”断层岩

成为流体运动的遮挡层，同时促使流体沿 NNE 向断裂破碎带（主要为 F3、F4）、旁侧破碎空间及派生的 NE 断裂（主要为

F101、F102）由北向南迁移，NNE 向断裂充当了流体在此过程运移的主要通道。含矿流体进入空隙度高、渗透性好的碳酸盐

岩盆地后（郑庆年，1996），受 NW 向断裂(主要为 F203)的阻隔，与盆地碳酸盐岩发生强烈反应卸载沉淀，富集成矿。因此，

凡口矿区北部的 NWW 向断裂在早期应力作用下，引导深部的含矿热液上升，是导矿构造；而 NNE 向的断裂尤其是 F3控制

了矿区的大部分矿量，是凡口矿床的“旗杆”，主要铅锌矿体分布于该断裂中或在断裂两侧，形成“大旗挂小旗”的矿床格局，

该组断裂是矿区的控矿布矿构造；NNE 向断裂右行走滑过程中形成次级的 NE 向张性断裂,赋存了厚大的矿体，为贮矿容矿

断裂。 

凡口矿区的成矿构造体系，控制了矿体的形成和空间分布特征，导矿、布矿、贮矿构造体系的演化可以很好地解释各

组断裂构造之间的空间关系与成因联系，从而进一步揭示出矿体的空间定位规律（陈学明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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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凡口 C2ht-D3t 间“破乱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