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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构造地质学实验指导书中国地质大学篇一

1、实习目的.

本次的野外地质实习针对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05级
学生。

这是一次地质启蒙教育，是一次重要的认识实习，重点要理
解基本的地质概念，了解基本知识，学会基本技能。通过短
期的野外实习对地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一个比较全
面的了解;通时通过实习巩固学过的《普通地质学》的课堂内
容，加深对课程有关内容的理解;此外，通过实习培养对大自
然的热爱，陶冶情操，提高对地质科学的兴趣;同时充分认识
到地质实践对地质科学的重要性。

2、北京概况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北接滦平、丰宁、赤县和承
德等县;西临怀来、涿鹿等县;南临涞水、涿县、永清、固安、
廊坊及天津市的武清等县、市;东与大厂、香河、三河、兴隆
和天津市的蓟县为邻。东南是一块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
称北京平原，其形状很象一个向群山丛中突出的海湾，故
有“北京湾”之称。北京城座落在北京湾的西南隅。



北京市南起北纬39度28分，北到北纬41度05分，西起东经115
度25分，东至东经117度30分，南北横跨纬度1度37分，东西
经度相间2度05分。北京地处中纬地带，气候具有明显的温暖
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形成的带性植被类型为暖温带
落叶阔叶林。

北京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山脉绵延，山峰林立，
其中海坨山海拔2334米，为全市最高点。地貌呈明显的层状
结构，山区河流多为成型河谷，主要河流有永定河，潮白河，
温榆河，洵河和拒马河。

北京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有人类居住，曾发现举世闻名的
北京猿人化石和山顶洞人遗址。全市面积16807.8平方公里，
辖九县十区，人口达1000多万，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
城市，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交通运输枢纽。

3、实习路线

本次实习共有五条路线。

附：交通位置图

二、地层

北京的地层发育比较齐全，除缺少震旦系、上奥陶统、志留
系、泥盆系、下石炭统、三迭系及上白垩统外，其它地层都
有发育，总厚度达六万米以上。

1、元古界

北京的元古界缺失下元古界，中上元古界分布很广。

元古界的特点是在古老变质岩系之上发育的第一个盖层，是
一套巨厚的、完整的、没有变质的沉积岩系。底部下部岩性



以碎屑岩(砾岩、砂岩、页岩)为主，夹有白云质灰岩及火山岩
(安山岩、玄武岩)，中上部以化学岩(白云质灰岩、页岩等)
为主，夹有少量的粉砂岩。

(1)青白口系(zq)

[1]下马岭组(zqx)

本组特点是浅海相灰色，、黑色、黄绿色粉砂岩——页岩组
成频繁、明显的沉积韵律。岩性变化较稳定。沉积厚
度116-458米，由东向西有逐渐增厚的趋势，青白口以北最厚。

[2]长龙山组(zqc)

本组底部为含砾粗石石英砂岩;下中部为灰白色薄——厚层石
英砂岩(局部为长石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页岩及粉砂岩，交
错层理发育;上部为黄褐、灰绿色薄——中层含砾铁质石英砂
岩及石英砂岩与粉砂岩互层含海绿石;顶部为暗紫、灰绿及黄
绿色页岩。与下马岭组假整合在不同层位上。厚约20-191米。

[3]景儿峪组(zqj)

本组底部为石英粗砂岩(含灰岩角砾)，呈现沉积间断特点;下
部为灰色中至厚灰层岩或白云质灰岩;中部为黄绿色薄层泥灰
岩或白云质泥灰岩夹灰色灰岩透镜体;上部为灰白、灰黄、紫
红、黄绿色薄层板状泥灰岩、白云质泥灰岩，致密细腻，具
有泥质条带及缝合线构造。厚约76-204米。

2、下古生界

北京的下古生界岩性基本稳定，厚度不大，化石不够丰富，
代表一种典型的稳定浅海沉积。本区只有寒武系和中、下奥
陶统，而上奥陶统及志留系(与华北广大地区一样)都不存在。



下古生界主要岩性为砂岩、页岩、豹皮灰岩、泥质条带灰岩、
竹叶状灰岩、鲕状灰岩和纯厚石灰岩等，总厚约1600余米。

(1)寒武系

下分三个统;

(1.1)下寒武统

[1]昌平组即府君山组

本组主要由豹皮灰岩、白云质灰岩及白云岩等碳酸盐岩石所
组成。

岩性横向变化大，厚约13.5到95米。

[2]馒头——毛庄组

本组下部为角砾状泥灰岩，含角砾泥灰岩;中部为紫红色页岩
夹砂质页岩，泥质白云岩与白灰质灰岩;上部为紫红色砂质页
岩、页岩及绿色页岩，夹薄层细粒结晶灰岩。与昌平组(府君
山组)为整合接触，但局部有沉积间断。厚约50-185米。

构造地质学实验指导书中国地质大学篇二

上午8：20到达望峰岗煤矿，之后在三楼会议室召开简单的介
绍会，由地质科老总介绍本煤矿的`概况。老总是987年从我
们学校毕业的。此矿1986年第一次开采，1997年瓦斯爆炸，
之后停工。20xx年重新建井，预计20xx年全面投产。主要开
采-660米，-960米，-1200米三层的煤，目前已经开采到
了-960米的煤层。

1、该矿地址构造比较复杂，地层有倒转现象。瓦斯多，裂隙
发育，易发生突水和瓦斯突出，如20xx年在建井过程中就发



生了瓦斯和煤一起突出的事故，造成12人被埋，死亡。同时
由于开采深度大，地压大，地温高，也造成了开采难度大。

2、预计投产后每年产煤300万吨，由预计储量3亿吨可知能开
采120xx年。次矿主要开采优质煤，主要用于化工和炼纲，成
分是焦煤和肥煤。

3、主要有五个井筒：1个主井，2个附井，2个风井。主井运
输煤，附井运输器材和人员及煤矸石等，风井是通风作用的。

4、在02#井停留了较长的时间，老总们介绍了此井的建设过
程。早期采到-300米，即将采-960米的，最终采到-1030米。
在建井中早期遇到的是粉红色砂岩，;裂隙发育，涌水多，需
要打注浆孔注入水泥.水玻璃等，同时需要地质工作者计算涌
水量，注浆压力.范围.深度。

一般在建井过程中涌水不能太多，但也不能太少，否则灰尘
太大，工人很难在井下工作。此井直径8米，依靠人工爆破挖
掘，大约每22-27小时可以掘进4.5米，其过程如下：先用伞
钻同时大十几个炮孔，放炮-——清理碎石——用护模支撑井
筒壁，并在护模和井筒壁之间用水泥沙浆充填——固结后拆
模——伞钻打炮眼——放炮，如此循环下去。

瓦斯抽出以后经过提纯可以发电，居民供暖做饭，或者供应
激动车辆，如出租车。另外影响煤产量的因素有：采煤工作
面的煤量供应情况，井下运输能力，主井提升能力，抽排瓦
斯所需要的时间等。

发现的本专业课程设置上的不足(学校有待改进的)：

1、校内实习(工程勘察生产实习)比较实用，但时间过短(只
有几天)，次数过少(只有一次)，两个班配备两个指导老师，
四年的大学学习中，学生在专业上的练习不足。学校应该更
加务实，为学生的未来负责，每学期都应有二十天左右时间



模拟整个工程勘察的操作过程。.发现专业上的不足(有待改
善的)和优势：

实践工程地质目前是大底部，明智者不是出逃，而是投入。
特别是那些初入这个行业的毕业生，一定能够赶上工程地质
的下一波牛市行情。虽然按预测，牛市行情还需等待5～7年，
但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震荡的底部区间，充分理解这个专业
的特色，静下心来，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博览众家
之长，集聚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和智慧，从而在未来的牛
工作生活中获得丰厚的收益。

2.、工程地质是一个十分复杂又非常特殊的学科和专业，需
要坚实的基础、广博的学识、相关学科专业的知识、对工程
建设的理解、对地质学科的感悟，更需要一种浪漫的情趣和
执着的精神。人是需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业务、知识、
能力都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补充和提升。如果对工程地质专业
的追求精神能够达到某种痴迷的程度，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成
为很优秀的地质工程师。

3、能够从事工程地质专业学科的工作并不难，而要做好做精
却不易。把从事这个学科专业当成谋生的手段和职业，这是
我们普通地质师的选择。如果大家要想成为优秀的学者和专
家，建议您把地质工作当成乐趣、兴趣、境界和事业去追求，
这时我们还要，不辞辛劳，爬山钻洞在所不辞，受人嘲笑一
笑了之。不迷信权威，不看人脸色，坚持真理，创新进取，
我们才有可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

4、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把理论知识和工程实际经验进行
了对比，看到了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的差别，懂得了理论联
系实际的重要性。我们虽然没有自己亲自动手操作的机会，
但是毕竟在现场目睹了钻探的实际操作过程，了解到许多在
理论上成立，但是在实践中无法实现的生产过程，并了解到
在实践中处理问题的方法与理论方法的区别。



5、通过生产实习，我们认识到实践经验的重要性，意识到地
质实践工作的辛劳和地址工作的乐趣。地址工作是一个危险、
刺激、有趣的工作，既需要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勇气也需要地
质工作者在工作中谨慎细微地观察、记录，从而准确地评价
工程地质条件，并提出科学合理的改善地质条件和减小危害
的工程治理措施。

6、有理想有目标，能够去做，但毅力和坚持不够，送给自己
一句话：只付出一般的努力是实现不了理想的!

构造地质学实验指导书中国地质大学篇三

1、实习目的：

通过野外实习，使我们巩固，充实《资源环境地学基础》或
《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矿物岩石学》、《古
生物地层学》、《测量学》、《水文地质学》等基础地质学
的理论教学内容，加深对课程相关内容的理解，学会典型地
质现象的观察、描述、综合分析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以及团结互助、吃
苦耐劳的精神。

2、实习任务：

（1）通过巢北凤凰山地区自然露头和人工揭露的地质点进行
系统的观测，收集各种地表地质信息等有关资料，研究地表
地质规律，包括地层划分和层序、岩性组合及岩相特征、地
质构造及构造变动、岩浆活动以及有用矿产的赋存规律等。

（2）绘制相应的地质图件，如综合地层柱状图、地质剖面图、
地形地质图、构造纲要图等。

（3）编写文字报告。对测区内的地层层序的沉积环境的变迁、
古生物的演化、构造形态组合及变动历史作综合分析研究。



1、掌握实习区内地层层序、岩性岩相、厚度、标志层、接触
关系以及地质体的变化规律，对测区内的地层层序的沉积环
境变迁、古生物演化、构造形态组合及变动历史作综合分析
和研究。

2、掌握实习区内各类岩石、古生物化石的野外观察、鉴定、
描述和命名方法。

3、掌握各种野外地质现象（如地层接触关系、褶皱构造、断
裂构造、典型沉积特征、各种地质作用现象等）观察、描述、
记录和分析的方法。

4、掌握实测地质剖面和野外地质填图的步骤、方法和要求。

5、掌握编制地形地质图、地质剖面图、综合地层柱状图等主
要地质图件的方法、格式和要求。

6、学会在地质观察、编图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掌握地质报
告编写的要求和方法。

每个阶段进行之前，都要上课对本阶段的要求以及方法进行
介绍。

第一阶段：由老师带队进行踏勘，分别到麒麟山东南麓以及
麒麟山和凤凰山交汇处、7410工厂及甘露寺一线、马家山、
平顶山、x家山、和177高地等地，共计5天。

第二阶段：分组进行实测地层剖面（包括绘制地层剖面图、
编写地层剖面说明书），共计5天。

第三阶段：地质测量填图，共计5天。

（1）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份；



（2）实测地层剖面图3张；

（4）1：10000地形地质图1张；

（5）1：10000构造纲要图1张；

（6）1/2千综合地层柱状图1张；

（7）1：10000图切剖面图2张。

构造地质学实验指导书中国地质大学篇四

国家地质公园秦皇岛市

太原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学生

2、掌握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

3、练习做野外笔记，锻炼野外工作技能

4、能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一些地质现象

5、了解实习区地层发育情况及接触关系

6、了解实习区总的构造构架和特点

7、初步分析实习区矿产、地貌、水文地质等的一般轮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并对地质
地貌知识有更深的理解，提高运用能力，在杨东林等几位老
师的带领下，太原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100多名同学到河
北省秦皇岛市进行了为期11天的地质地貌实习。尽管只有11
天，但是在老师们的精心讲解和耐心指导下，配合一些背景
资料，我们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当地的地质地貌知识，并学
会了一些外出实习的基本考察方法，同时也通过实践，巩固



了所学的知识。

实习地点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河北省秦皇岛市柳江盆地周围
及海滨地带，距太原市900多公里。其中北区实习区是本次实
习的主要区域，所在柳江盆地位于秦皇岛市抚宁县境内，南
距秦皇岛市约23公里。本区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南临华北平原
和渤海湾，北依燕山，为南北延伸的低山丘陵区，最高峰为
西北部的老君顶，海拔493.7米，最低处为大石河河谷内的南
部落，海拔70米。行政属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石门寨乡管
辖，有秦青铁路、地方铁路与秦皇岛市相通，交通便利。气
候受海洋影响较大，比较湿润温和。实习区主要河流有大石
河、汤河、北戴河。沿海产鱼、虾、蟹等，是我国北方主要
水产基地之一。

（一）地层

1、元古界

（1）龙山组

分布于张崖子至东部落，南部鸡冠山等地。由两个沉积韵律
组成。不整合于下元古代之前形成的绥中黄岗岩之上。主要
是紫红色、黄绿色、灰黑色及蛋清色等杂色页岩，底部为砂
岩。属典型滨海相沉积，与下伏的绥中花岗岩呈沉积接触关
系。厚91米。

（2）景儿峪组

主要分布在区内的东部地区，出露最好剖面在李庄北沟，在
黄土营村东也有出露。岩性由粗至细，由碎屑岩—粘土岩—
碳酸岩，构成一个完整的韵律，具有海侵沉积的特点。与龙
山组呈整合接触关系。其分界标志是其底部黄褐色或铁锈色
的中细粒铁质石英砂岩，其中含大量海绿石，其底部的中细
粒长石石英净砂岩具大型海成风暴波痕。本组地层属滨海相



至浅海相沉积。厚38m。

2、古生界

《1》寒武系

下统

（1）府君山组：

在东部发育良好，东部落北剖面可作为标准剖面。是寒武系
最下不的底层，岩性主要为暗灰色豹皮状含沥青质白云质灰
岩，含较多的莱得利基虫化石。本组属浅海沉积相，与下伏
景儿峪组，上覆的馒头组均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分层标
志十分明显。底部尾暗灰色含沥青质、白云质结晶灰岩，局
部含碎屑。厚146m。

（2）馒头组：

该组由于岩体的侵入破坏和构造破坏，出露零星，东部落的
北部和西部都有出露，可作为标准剖面。本组上下界限明显，
与毛庄组的分界是以顶部的鲜红色泥岩作为标志层的。岩性
特征是鲜红色泥岩、页岩为主，页岩中含石盐假晶，并夹有
白云质灰岩。没有发现可靠的化石依据。与下伏的府君山组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与上覆毛庄组为整合接触。厚71m。

（3）毛庄组

在沙河寨西出露比较好，化石丰富，可作为标准剖面。主要
岩性以紫红色页岩为主，含少量白云母，其颜色比馒头组页
岩的颜色暗一些，俗称猪肝红。以褶颊虫类三叶虫化石为主。
厚约112m。

中统



（4）徐庄组

分布较广，东部落西剖面出露较好，化石十分丰富，本组地
层上下界限清楚，可作为标准剖面。岩性为浅海相的黄绿色
含云母质粉砂岩，夹暗紫色粉砂岩、细砂岩和少量鲕状灰岩
透镜体或扁豆体。含有三叶虫化石。与下伏毛庄组的分界是
以黄绿色粉砂岩与暗紫色粉砂岩互层为标志。厚101m。

(5)张夏组：

受到覆盖和破坏较少，是寒武系地层在区内分布最广的地层
之一，几乎盆地周围都有分布，在揣庄北288高地以东的山脊
上出露最好，是区内较好的标准剖面。下部为鲕状灰岩夹黄
绿色页岩；上部以鲕状灰岩为主，夹藻灰岩、泥质条带灰岩。
三叶虫化石最丰富。本组与下伏地层为整合接触。厚130m。

上统

(6)崮山组

本组与张夏组在区内的分布相仿，比较好的有288高地上的剖
面，可为标准剖面。下部和上部都以紫色砾屑灰岩及紫色粉
砂岩为主；中部则是灰色的灰岩与张夏组界限明显，接触部
位两者岩性差别很大。化石十分丰富，几乎每层都可以采到。
主要三叶虫化石有：蝙蝠虫未定种、帕氏蝴蝶虫。厚102m。

(7)长山组：

出露较好的剖面在揣庄北288高地，为标准剖面。岩性为紫色
砾屑灰岩、粉砂岩与页岩互层，夹有藻灰岩及生物碎灰岩。
三叶虫化石主要有：蒿里山虫未定种、长山虫未定种、状氏
虫未定种。与下伏地层为整合接触两者分界清楚。本组在区
内出露厚度较小，只有18m左右。



(8)凤山组：

本组分布与崮山组、长山组相同，出露较好的揣庄北288高地
可作为标准剖面。主要岩性为黄灰色泥灰岩夹砾屑泥灰岩。
黄绿色钙质页岩及薄层状泥质条带状灰岩。泥质成分增多，
容易被风化，风化往往形成黄色土状物。化石丰富三叶虫化
石垂直分带明显。砾屑形成小团块，本组与下伏长山组为整
合接触，分界是以底部的青灰色砾屑泥灰岩为标志层。
厚92m。

《2》奥陶系

（1）冶里组

分布于区内东、西部，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出露较好的是
在潮水峪至揣庄一带。下部为灰色微晶质纯灰岩夹少量砾屑
灰岩及虫孔状灰岩；上部为灰色砾屑灰岩夹黄绿色页岩。所
产化石有三叶虫、笔石、腕足类等。与下伏的凤山组为整合
接触，其分层标志是以灰色砾屑灰岩作为底界，此砾屑灰岩
很薄，厚度不到0.5m，其上是纯灰岩。厚125m。

（2）亮甲山组

位于石门寨亮甲山。属浅海沉积。主要岩性是中厚层状豹皮
灰岩，下部夹少量砾屑灰岩和钙质页岩。含有头足类、腹足
类和蛇卷螺未定种等化石。与下伏冶里组为整合接触，分界
以亮甲山底部的中厚层状豹皮灰岩为标志，风化后呈泥质条
带状，局部含泥质结核。层厚118m。

（3）马家沟组

本组分部与亮甲山组一致，以亮甲山及北部茶庄北山发育较
好。属浅海相沉积，较深水环境。本组岩性以白云岩和白云
质灰岩为主，底部具微层理、含角砾、含燧石结核黄灰色白



云质灰岩。化石有：头足类和腹足类。与下伏亮甲山组为整
合接触，界限十分明显。白云岩具"刀坎痕"。层厚101m。

《3》石炭系

（1）本溪组

中石炭本溪组在本区的东、西部分布都很广，发育和出露最
好的是半壁店191高地、小王庄一带发育较好，小王庄剖面可
作为本区的标准剖面。有2—3个由陆相到海相的完整沉积韵
律。本组岩性特征与华北地区一致，是一套海陆交互相沉积。
陆相粉砂岩中含植物化石：鳞木、科达、芦木等。下部为铁
质砂岩、褐铁矿和粘土岩，平行不整合与马家沟组之上；上
部为细砂岩、粉砂岩及页岩，夹3—5层泥灰岩透镜体。石门
寨西门—瓦家山剖面地层厚度为70.7m。

（2）太原组

在半壁店、小王山一带发育较好。本组岩性比较稳定以灰黑
色砂岩含铁质结核为主要特征，夹少量煤线及灰岩透镜体，
由两个韵律组成，是海陆交互相沉积。含植物化石：脉羊齿、
鳞木，动物化石:网格长身贝、古尼罗蛤。与本溪组呈整合接
触，分界明显，本组底部青灰色铁质中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
具小型球状风化。瓦家山剖面厚48m。

《4》二叠系

下统

（1）山西组

主要分布于东部黑山窑至曹山一带，西部也有出露。有两个
韵律，第一个韵律含煤层，第二个韵律的顶部含铝土矿。本
组是区内重要的含煤地层，属近海沼泽沉积。主要岩性为灰



色、灰黑色中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粉砂岩炭质页岩及粘土
岩。含植物化石：芦木未定种、带科达、纤细轮叶。与下伏
太原组呈整合接触关系。厚度变化较大，约在35m至60m。

（2）下石盒子组

分布于黑山窑至石岭一带，西部有零星分布。由三个韵律组
成。属湖泊相沉积。主要岩性为灰色中粗粒长石岩屑杂砂岩。
含植物化石:多脉带羊齿、山西带羊齿、带科达。层厚115m。

上统

（3）上石盒子组

主要在黑山窑、欢喜岭至大石河西侧有出露。发育较好的剖
面是欢喜岭，可作为标准剖面。岩性特征以河流相的灰白色
中厚层状含砾粗粒长石净砂岩为主，夹极度少量紫色细粒砂
岩及粉砂岩。本组未获得化石资料。与下伏下石盒子组为整
合接触关系。层厚72m。

（4）石千峰组

最初的命名地点在山西省太原市西25km的石千峰。本组是二
叠系最上一个组。出露较好的剖面是欢喜岭至瓦家山一带，
可作为标准剖面。主要岩性是一套河流相的紫色岩层，包括
粉砂岩、泥岩、夹少量砾岩、粗至中细粒净砂岩和杂砂岩。
含植物化石：太原带羊齿、尖头轮叶、朝鲜羽羊齿。与下伏
上石盒子组为整合接触关系，两者可以从颜色上区分。
厚150m以上。

（二）岩浆岩

柳江想写内部与边缘存在规模不等时代不同的火成岩岩体。
盆地西侧有大面积出露的燕山期花岗岩，形成高耸陡峭的地



势；侵入向斜西翼的岩脉岩墙一般偏酸性，向斜动东翼为规
模不大的中性岩脉，岩墙等，中生代的火山喷出岩（鞍山岩）
分布于向斜盆地的核部，形成盆地内的高山。

1.侵入岩：花岗岩、花岗斑岩、灰绿岩、闪长玢岩

(1)花岗岩所见出露于东部张崖子村附近，岩石为肉红或灰白
色，岩体分布很不均匀，结构构造变化大。其中有很多混合
岩化迹象和老变质岩的残留体或捕虏体。西部花厂峪一带的
花岗岩，属于中生代晚期侵入的花岗岩。岩体大，呈肉红色，
由正长石、斜长石、石英和少量黑云母组成，具中细粒显基
斑状结构。

2．花岗斑岩

潮水峪村和沙锅店等地出露花岗斑岩岩墙。

3．灰绿瑸岩

比较集中于亮甲山采石场，岩石呈暗绿色，部分辉石已绿泥
石化和硅酸盐化。

4．闪长玢岩

分布于潮水峪村西北，砂锅店东等地，呈岩墙状产出

喷出岩：安山岩

安山岩

分布于柳江向斜核部的中侏罗统地层中，类型丰富，颜色以
灰绿色为主，少数为暗紫红色，呈块状构造，少数有气孔构
造和杏仁构造。

（三）构造



本区位于燕山沉降带东段，山海关隆起的东南边缘，又因现
代燕山隆起与渤海拗陷的过渡带以及燕山山脉由东西转转向
北东向的肘状部位，应力比较集中，故新、老构造均比较发
育。据地矿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资料，本区断裂构造发育，
其中以nne向断裂最为发育，其次为nw向断裂、ne--nee向断
裂和ew向断裂，此外，在山海关之北尚发育有环状断裂。

柳江盆地地处秦皇岛市北，其地质构造以断裂为主，褶皱不
发育。（1）褶皱：

柳江向斜位于华北地台......

（2）断层

（3）地质构造发展简史分析

（四）地貌

（五）矿产

（六）其他

构造地质学实验指导书中国地质大学篇五

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学习，我们对工程地质与土力学有了深刻
的认识与了解，掌握了关于工程地质与土力学中的基本知识，
但是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为了
更好点的认识地质现象，加深对其了解，我们20xx级土木工
程专业在六月三号在刘传孝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我们的地质实
习。

一、地质实习的目的



1、学会对岩石的肉眼判别

2、了解馒头山沉积岩的每一层的岩石组成及其颜色、厚度等

3、学会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

4、用地质罗盘测量实地测量岩层的产状(走向、倾向、倾角)

5、掌握褶皱的基本知识和判断背斜、向斜的能力

6、现场认识断层、滑坡、岩层，背斜、向斜等地质现象

二、地质实习的过程

我们的实习分为两天(六月三、四号)，六月三号实习地点是
长清张夏镇满寿山和灵岩寺， 实习项目是满寿山的岩层构成
和滑坡、断层现象，六月四号的实习地点是苏庄，实习项目
是背斜构造和地质罗盘的实习，六月四号下午我们结束地质
实习，返回学校。

三、实习的内容

1、认识满寿山的岩层

馒头山，海拔408米，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境内，当地老
百姓习惯称此山为“馍馍山”、“满寿山”，或者高雅的称
为"曼寿山"。

2003年，馒头山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第三地质名山，
当年又被列入省级地质自然遗迹保护区。

馒头组主要由紫红色、黄绿色等杂色页岩及泥质、白云质灰
岩组成。

底部不整合于泰山杂岩的肉红色片麻状花岗岩之上。



下部灰岩中含磁石结核和条带，上部页岩中具微细水平层理，
中部页岩含有三叶虫化石——中华莱德利基虫。

厚度119米。

在开始实习前，刘老师将此次实习分为三组——馒头组(十
层)、毛庄组(六层)、徐庄组(五层)。

一、馒头组

第二层是由石灰岩组成，该层岩石深入山体，厚约四米，岩
石呈灰绿色，此处的裂隙极有可能发育成溶洞，所以工程中
应注意勘探。

第三层是页岩，厚约八米，岩石呈现黄绿色，局部呈现褐色

第四层是由页岩组成，厚约十三米，颜色显紫色

第六层是由页岩组成，厚度约四米，颜色呈现黄绿色。

第七层是由石灰岩组成，厚度约两米，颜色呈现绿色，空隙
发育，石灰岩表面覆盖物为填充在裂隙中的杂质。

第八层为页岩，厚度约七米，颜色为紫红色风化程度比较大

第九层为石灰岩，厚度约两米，颜色为灰白色，纵向裂隙发
育比较大，但是横向裂隙发育小，前度较高。

第十层是由页岩组成，厚度约五米，颜色呈鲜红色，由于该
层位于山顶，所以此处岩石风化严重。

二、毛庄组

第一层是由页岩组成，厚度约四米，颜色为紫红色，页岩中
含有云母



第二层是由页岩组成，厚度约为十三米，颜色呈现紫红色

第四层：灰色鲕状石灰岩，厚零点八米。

第五层：灰色石灰岩，厚零点二米。

第六层：灰色鲕状石灰岩，厚零点三米。

三、 徐庄组

由于徐庄组地势陡峭，我们不能继续前行，所以未能近距离
观察徐庄组的岩层组成。

2、认识滑坡与断层

下午我们到达灵岩寺附近，开始下午的实习，主要是认识滑
坡，断层以及一块花岗岩。

3、认识苏庄断层

六月四号，我们开始了第二天实习，首先是一处断层，这处
断层比昨天的更有价值与意义，因为该处断层断距小，我们
能看的很清楚上盘，下盘等，而且该处断层低。

加深了对断层的认识。

4、地质罗盘的实习及背斜的判定

地质罗盘仪是进行野外地质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

借助它可以定出方向，观察点的所在位置，测出任何一个观
察面的空间位置(如岩层层面、褶皱轴面、断层面、节理
面……等构造面的空间位置)，以及测定火成岩的各种构造要
素，矿体的产状。



岩层走向是岩层层面与水平面交线的方向也就是岩层任一高
度上水平线的延伸方向。

测量时将罗盘长边与层面紧贴，然后转动罗盘，使底盘水准
器的水泡居中，读出指针所指刻度即为岩层之走向。

岩层倾向——是指岩层向下最大倾斜方向线在水平面上的投
影，恒与岩层走向垂直。

测量时，将罗盘北端或接物觇板指向倾斜方向，罗盘南端紧
靠着层面并转动罗盘，使底盘水准器水泡居中，读指北针所
指刻度即为岩层的倾向。

背斜是褶皱的一种，为岩层向上拱起的拱形褶皱，经风化，
剥蚀后露出地面的底层，分别向两侧成对称出现，老地层在
中间，新地层在两侧，另外褶皱也包括向斜，其为岩层向下
弯曲的槽型褶皱，经风化、剥蚀后，露出地面的地层分别向
两侧成对称出现，新地层在中间，老地层在两侧。

自然界的背斜和向斜相互连接、相间排列，常是多个连续出
现。

正常情况下?背斜呈背形?向斜呈向形?是褶皱的两种基本形式。

褶皱要素：褶皱要素是指褶皱的各个组成部分，主要有：核、
翼、转折端、枢纽、轴迹、脊线和槽线、褶轴。

结束断层的实习，我们继续登山，开始褶曲的认识与实习，
首先，老师将我们带到一个牙口让我们判断一下该处是向斜
还是背斜，同学都说是向斜，老师说过一会就知道答案了，
咱们慢慢的揭露它，然后我们在刘老师的指导下对地质罗盘
进行了实习，同学们分组测量，我所测得岩石产状如下：走
向ne35，倾向ne360，倾角45 。



在结束了罗盘的实习，我们继续上行，在途中老师不时停下
给我们讲解背斜与向斜的判定方法，我们从中知道背斜与向
斜不能简单通过直观的感觉来判断，就像这个山他就是一个
背斜构造，虽然在途中非常像向斜，当我们走到最后一个山
头的时候，结果就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背斜构造，是由于地
质运动的时候，两侧受力不均造成背斜的一翼陡峭，而另一
翼缓，所直观看上去容易造成错误判断。

在看完了，这个背斜构造后， 我们的实习全部结束，下午返
校。

四、实习的结论

1、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缩小了
书本与实际的差距

2、学会了地质罗盘的使用，测得岩层产状

3、掌握了背斜与向斜的基本判定

4、对断层与滑坡等地质现象有了进一步认识，理论联系实际。

5、了解了馒头山的岩层构造，对沉积岩有了更深的认识。

古语有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
出真知”。

籍此，学校为我们安排了一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希望我们能更好的掌握专业知识多磨练多思考，为今后走出
学校踏上社会奠下良好的基础。

于是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秦皇岛市抚宁县石门
寨镇柳江实习基地。



团队共计十五人，由地化系学生代表组成，领队是地球科学
学院的孟宪富老师。

秦皇岛市相比于大部分南方城市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发
达的城市了。

这是一个旅游城市，高楼林立，环境幽雅，气候也不错。

初来乍到的我们对其不免有些许好奇和兴奋。

当汽车穿过城市的街道时，我们沐浴到了凉爽而又和煦的夏
风。

伴随着煦风夹杂的是阵阵的花香。

透过墨绿色的窗户，看到的是这座城市美丽的模样。

忽而想到了我们的学校——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西校区又名农学院。

然而这个学院学生的前途却并不被人看好。

不仅本学校的校友看不起，就连这些学生他们自己的父母亦
然。

上了大学，可最后还是得回家当农民——这是很多人的观点。

于是我又想到了井底之蛙的故事。

蹲在井底的'青蛙抬头看天空，怎么看天空都只有一口井那么
大。

那是因为它没有走出来的缘故。



秦皇岛给我的耳目一新，将我深深的触动。

农学的朋友们，园林园艺的朋友们你们知道自己的手将会是
一双多么神奇的手吗?只是，神奇与腐朽在于你们一念之间。

所以多出来走走，实践实践，即使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
却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思想与态度。

当然，在灯红酒绿的繁荣城市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有那生活
节奏加快的工作环境，及沉重的就业压力。

所以我们应该全心思的专注实习，而不是游玩。

故而，我们并没有在下火车后进城里游玩，而是直接又乘汽
车来到了实习基地。

( 快读网)

我们的实习基地全名中国北方地质实习基地——柳江村煤矿
招待所。

由于是煤矿招待所，我们初一进去，看到的就是黑压压的地
面。

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呀。

和市里一比较更是有一种不能言状的情愫卡在喉咙。

一辆车飞驰而过，嘴里就含了一口的沙。

磨磨蹭蹭找到了住的地方。

一进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难受的气味。

地下又潮，床又多，空间又小。



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挤上二十几人，这一切都是我们从未经
历过的。

说实话，我们都想哭了。

对于我们的反映老师早有预知，他只对我们说了一句
话，“记住，我们是来实习的，是来干活的，不是游玩!”虽
然抱怨，虽然难受，但是对于在火车上坐了十几个小时的我
们而言，在这个充满‘怨气’的住宿地，我们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上六点，实习正式开始了!

经历了一场长长的休息，昨日的疲惫早已不复存在。

更多的是对今日实习内容的期待与好奇。

所以我们早上5点就起了床，6点就开始随着老师步行去往161
高地——亮甲山。

远处的亮甲山巍峨耸立，气势逼人，给人一种不可侵犯的感
觉。

跟随着老师的脚步，我们一行人等已然来到亮甲山脚下。

突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看着脚下的岩石，看着这形成于几百万年前的岩体，心中感
觉不可言状。

在山脚下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这里的地形，这里竟然是秦
皇岛地质景点八大景观之一，它何以冠以这样的荣誉?带着疑
问我们继续往山上爬，爬到半山腰，老师继续讲解，这里是
著名的亮甲山组岩层!从山体的剖面上可以看到岩层、岩墙、
岩脉，当然以前从书上学到的沉积岩的岩性特征基本上都可
以在这次的野外实习观察中看到。



由于前一天的降雨，山体坡面有些湿滑，为了安全，我们停
止了往山顶前往的步伐，绕过山体我们来到了亮甲山的东侧，
查看地形、地貌，我们学习了野外地质作业的基本方法，指
北针的使用，野外地形图的阅读及图上定点方法，山体坡度
的测量，岩层倾向、倾角、走向的测量。

同时也再次了解了岩石的沉积发育过程。

第一天的实习在疲惫与劳累中结束!然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
说不出的喜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基地的生活更加的适应，不再抱怨
不再难过，相反我们学会了苦中作乐，学会了辩证的看问题。

接下来的实习，每天早上我们上山观察地层岩性，研究岩石
特征，测量地层产状等，风雨无阻。

下午整理山上获得的资料。

开始几天因为天气凉爽，又有车接送，故而，我们实习的不
亦乐乎。

感觉很轻松。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天似乎并不乐意看见我们轻松
的样子，天气炎热起来，更伤心的是我们的车因为有别的任
务不能接送我们了。

从此，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脚步。

步行实习的几天，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辛，
值得高兴的是，再苦再累，我们也没有人掉队。

终于，在步行四天后，老师为了表扬我们这段时间不错的表
现，决定带我们出去游玩一天，这天里，我们看到了天下第



一关——山海关，参观了张艺谋导演《大红灯笼高高挂》的
场景——王家大院，我们也到了老虎石公园，看到了那一望
无际的大海，这天，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来后，
我们又开始了正常的实习工作。

二十几天的短暂航程，我们有享受过凉爽的清风，有享受过
星夜的美丽，也有承受过暴风雷雨、烈日烘烤。

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

刺激而艰辛的地质实习结束了。

这近二十天的野外实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劳累而充实，艰险而浪漫，是人生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们遇到过许多困难但得到更多的是收获!

知识方面。

本次实习与我们的专业知识联系紧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
好体现，我们在实习的过程中明显的感觉到了自身专业知识
的不足，同时，我们知道的专业知识也不能活学活用给实习
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这次地质实习，根据老师的安排和任务，我们都能按时，按
质，按量完成，做到坚决完成学习任务不虚度光阴。

每天的野外实习，每一个点，我们都认真观察，记录，测产
状，认真听老师讲解，力争当场能够理解。

每天走过的路线也能大致描绘在地形图上，地质界线也能比
较准确的画出来。

比较实在的是，这二十多天里，我们强化了罗盘的使用，地



层界面能够判断，能够使用罗盘顺利地测出产状;地形图的读
法，也大致掌握，沟谷，山脊能够判断，登高线的疏密判断
都了然于胸;野外岩性的识别基本掌握，岩浆岩，沉积岩大致
掌握，具体岩性，各个地层的岩石也能在野外及室内顺利而
准确地识别。

可以说不枉此行。

通过二十几天的短暂实习，我们把专业知识与实际情况联系
起来，对知识的掌握更深刻。

精神方面。

每天翻山越岭，步行几里到十几里路是对我们毅力和性格的
全面考验!炎热的太阳巨大的杀伤力没有压垮我们，我们不是
止步休息，而是大步向前，对知识的渴求，对大自然神奇的
向往，赐予我们顽强的意力。

另外，能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习中更使我们提高了继续学
习的热情。

如果意志不坚定，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次实习是很难从
头到尾彻彻底底坚持下来的。

山路的艰险，丛林的繁茂，有时在悬崖峭壁上，前面甚至没
有路，大家都没有被吓倒，都脚踏实地地走出来了，手被刺
破了，滑倒了，从没有一个人因此后退。

这其中的苦辣只有真正的地质工作者才能感受。

二十几天虽然短暂，却让我们从初来时的娇生惯养转变为现
在的坚韧顽强!

团队方面。



十几天的实习使我们团队更具凝聚力，我们坚持集体出发集
体归来，坚持做到不迟到、不早退，遵守带队老师制定的，
做到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坚持做到及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如果团队成员没有做到团结一致，互帮互助，实习任务也是
很难完成的。

也可以说，能够顺利完成这次实习的团队都是一个精神顽强，
意志坚定，团结互爱的优秀团队。

谈到这次地质实习工作的不足，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1、
并非每个队员，每个点位，每条路线都一丝不苟，都能认真
执行老师的意图，安排;2、在采集岩石标本方面没有做好，
两次在采集时敲打过度，对地质现象有所破坏;3、点图没能
坚持下来，导致每个组只有一两个人在点。

没能使全体队员在点图能力上得到提高。

针对上述几大缺点不足，首先我们要在态度上认识到自己确
实做的不够，某些方面没有听从老师的指挥;其次，有错要改，
既然犯了错误，存在不足就要改正，做到真正洒脱，实在的
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地质工作是一项真正锻炼人，使人获得知识与磨砺的工作。

我们要热爱本职工作，发扬地质工作者的优良传统，使祖国
的地质工作蒸蒸日上。

二十几天的付出，二十几天的收获，都是点点滴滴的积累。

我们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得到了实习基地领导的认可。

二十几天虽然短暂，相对于我们人生而言只是一个点，但是



收获的却是一生的回忆，谢谢学校能够给于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相信，这次实习会给我们今后的学习工作态度带来变化，
会为我们的人生增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