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质踏勘简报(实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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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地质踏勘简报篇一

本站发布地质学地质实习报告精选范文，更多地质学地质实
习报告精选范文相关信息请访问本站实习报告频道。

实地实习是很有必要的,但短暂的几天的实习时间很快就过去
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只能到此为止,我们希望学校学院
能够尽量提供更多的锻炼平台,真正意义上达到更好的学习目
的!

一、实习目的

通过野外实习，进一步了解地质学的基本内容，掌握地质学
的基本技能和研究方法，了解和掌握地表形态及其发生、发
展、结构和分布规律。重点掌握实习区域的地层、岩石、矿
产，地质构造(褶皱和断裂)和古生物的主要类型、分布及其
演化规律，及野外地质调查基本方法等，并综合研究和掌握
地球表层各自然要素的性质和特性，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

每位大学生首先最主要的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然而光从理论
上认识只能让大学生纸上谈兵,因而实习是每一个大学毕业生
必须拥有的一段经历，它使我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让我们
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使我们开拓了视野，增
长了见识，为我们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通过亲身体验社会实践，锻炼自己的才干，培养自己
的韧性，更为重要的是检验一下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否被社会
所用，自己的能力能否被社会所承认,同时,这也是给我们一
个找出自身知识的不足与缺陷的实践机会。

二、实习地区概况

主要实习地点是古武当山，京娘湖，莲花洞。

三、实习内容

(一)5月9号实习前准备

在课堂上我们已经学习了地质地貌学这门课程，对地质地貌
的一些基本知识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马上就要去野外实习了，
我们都很兴奋，都在为实习做准备。首先我们上网查了实习
地的概况(地理位置，地质地貌)大概了解到：约在距今19亿
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显著的地壳运动，叫“吕梁运动”，
使中元古界与下元古界呈角度不整和接触，吕梁运动以后，
相对稳定地层的范围不断扩大，地形高低起伏，比较复杂。
有些地层在久经腐蚀以后，开始下沉，形成地质一次大规模
的海浸，无脊椎动物和菌藻类植物开始出现，一直到距今大
约8亿年的寒武纪时代，京娘湖地区还一直沉浸在一片汪洋大
海中。到距今大约两亿五千万年的时候，地壳又发生了一次
大运动，称为“燕山运动”。由于地壳断层，大部分海水向
东消退，京娘湖地区仍处于大海的边沿，汹涌的海涛冲刷岩
石，形成千姿百态的沟壑深谷，到了距今大约6500万年的时
候，地壳又发生了一次大运动，叫“喜马拉雅”运动，西部
地壳相对隆起，东部地壳相对下沉，海水向东消退，整个太
行山脉的雄姿也由于海水的消退展现出来，这里形成了北台、
太行、唐县三层夷平面，培养了京娘湖、古武当山、七步沟、
武西岳的石英砂岩峡谷峰林景区。古武当山岩石主要为砂岩，
大部分属于三大岩石中的沉积岩，还有少量的变质岩。



(二)5月10号古武当山实习

上午坐车到达古武当山，我们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沿山路向
上爬，观察当地的地质组成，地质构造。

老师给我们介绍到古武当山地区的岩石主要为砂岩，大部分
属于三大岩石中的沉积岩，还有少量的变质岩。砂岩是由石
英颗粒(沙子)形成，结构稳定，通常呈淡褐色或红色，主要
含硅、钙、黏土和氧化铁。砂岩是一种沉积岩，主要由砂粒
胶结而成的，其中砂里粒含量要大于50%。决大部分砂岩是由
石英或长石组成的。变质岩是指受到地球内部力量(温度、压
力、应力的变化、化学成分等)改造而成的新型岩石。固态的
岩石在地球内部的压力和温度作用下，发生物质成分的迁移
和重结晶，形成新的矿物组合。如普通石灰石由于重结晶变
成大理石。

1.岩层的节理

它是断裂构造的一类，指岩石裂开而裂面两侧无明显相对位
移者(与有明显位移的`断层相对)。节理是很常见的一种构造
地质现象，就是我们在岩石露头上所见的裂缝，或称岩石的
裂缝。这是由于岩石受力而出现的裂隙，但裂开面的两侧没
有发生明显的(眼睛能看清楚的)位移，地质学上将这类裂缝
称为节理，在岩石露头上，到处都能见到节理以节理与岩层
的产状要素的关系而划分为四种节理：

走向节理：节理的走向与岩层的走向一致或大体一致。

倾向节理：节理的走向大致与岩层的走向垂直，即与岩层的
倾向一致。

斜向节理：节理的走向与岩层的走向既非平行，亦非垂直，
而是斜交。



顺层节理：节理面大致平行于岩层层面。

2.断层

地壳岩层因受力达到一定强度而发生破裂，并沿破裂面有明
显相对移动的构造称断层。

正断层：逆断层的断层面也几乎垂直，但上盘向上移动，而
下盘向下移动，这种类型的断层是由于板块挤压形成的。冲
断层与逆断层的移动方式相同，但断层带几乎是水平的。在
这类同样是由挤压形成的断层中，上盘的岩石实际被向上推
移至下盘的顶部，这是在聚合板块边界中产生的断层类型。

逆断层：在平移断层中，岩石块沿相反的水平方向移动。正
如转换板块边界中所述，地壳块相互滑动时形成这些断层。

平移断层：在所有类型的断层中，不同的岩石块紧密地相互
挤压，在移动过程中形成很大摩擦力。如果这种摩擦足够大，
这两块岩石将咬合，因为摩擦力使它们无法相互滑动。在这
种情况下，来自板块的力量继续推动岩石，从而增大施加在
断层上的压力。

3.尖灭

“尖灭”指具有一定体积的物体其逐渐缩小直至消失的现象。
地层的尖灭指的是沉积层向着沉积盆地边缘，其厚度逐渐变
薄直至没有沉积。超覆是海侵时随着沉积范围的扩大，上覆
岩层的沉积范围大于下伏岩层的现象。

4.褶皱构造

褶皱构造是岩层因在构造运动的作用下而变形，形成的一系
列连续弯曲。岩层的连续完整性未遭到破坏，是岩石塑性变
形的表现。它在层状岩层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是地壳上最常见



的一种地质构造形式。褶皱是最重要的构造现象，因而是构
造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5月11号京娘湖实习

今天我来到京娘湖，将对波痕、泥裂进行观察，对河谷形态、
河谷的发育形成进行认识性的学习。

1.波痕

波痕是浅海、河湖的一种小型地形特征，由尖波峰、圆波谷,
坡度对称组成连绵波浪状。沉积环境分析的重要标志，是典
型的沉积构造之一。非粘性的物质(陆源砂、碳酸盐砂)在波
浪、水流或风的作用下，在其表面形成的波状起伏的痕迹，
如沙漠中的沙丘、海滩的沙坡等。一个波痕由一个波脊和一
个波谷组成，同一种波痕一般成组出现。通常按波痕形成的
动力将波痕分为水流波痕、波浪波痕、干涉波痕和风成波痕
等;然后再根据其大小，形态或对称性作进一步的划分。出现
于岩层的顶面.并可在上覆岩层的底面上留下印痕.因此可以
利用波痕来决定岩层的顶面和底面。

2.泥裂

泥裂又称干裂、龟裂纹，是指泥质沉积物或灰泥沉积物，暴
露干涸、收缩而产生的裂隙，在层面上呈多角形或网状龟裂
纹，裂隙成“v”形断面，也可呈“u”字型，可指示顶底面。裂
隙被上覆层的砂质、粉砂质充填。

3.河流地质作用

河流地质作用分为侵蚀作用、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

四、实习感想



通过本次野外实习，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各种岩
石呈现在我们眼前，通过老师细致的讲解，我们更深一层的
了解到各种岩石的性质，从外表到岩石的组成及结构。地质
学确实有着它自己的魅力，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肯定会
用到很多地质知识，这是我们的基础。总的来说，本次实习
不轻松，首先，短时间接触到这么多的岩石，想要了解透彻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查阅资料。其次，本次实习对我们的体力
也是一个小的考验，但作为土木工程的学生，本次实习是一
个很难得的机会，在学校学习之余多参加这些室外实习有助
于我们从感性上了解土木工程地质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使我们对知识的了解更加深刻!

地质踏勘简报篇二

在钻探队实习了一月，其中可以说是苦中有甜，累中有乐，
对己的地质知识有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系统积累与考验，粗
略的把握了地质钻探重要性和基本任务，钻孔的设计和结构
以及钻孔的布置原则等等，己也从一个纸上谈兵的阶段稍微
上前跨了一步，感谢老工人老师傅的不厌其烦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的指导和教诲，钻探队领导的人关怀，俗话说：师傅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笨鸟先飞早入林，笨人勤学变聪明。这
些知识和实习过程，足以使我受益终身了。就我在实习过程
中的感想与心得汇报如下。

。

安全生产的法规。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三不伤害”;同时也增
强了我保护意识。通过系统的学习使我明白了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在实习期间没有发生以外的事故，做到了安全生产。

。

这次我们打的是水观测孔，通过己的实际操作，结合己在学



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以及老工人师傅的指导帮助。学会了判断
岩层、操作机器、测量水位以及书写纪录。使己的业务水平
有了一个质的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己动手操作水平。期间主
要对平砂岩做了一些细致调查研究：砂岩是一种沉积岩，主
要由砂粒胶结而成的，其中砂里粒含量要大于50%。决大部分
砂岩是由石英或长石组成的，石英和长石是组成地壳最常见
的成分。砂岩的颜色和沙子一样，可以是任何颜色，最常见
的是棕色、黄色、红色、灰色和白色。地球上常见由砂岩相
成的悬崖峭壁。有的砂岩可以抵御风化，但又容易切割，所
以经常被用于做建筑材料和铺路材料。砂岩中的颗粒比较均
匀坚硬，所以砂岩也被经常用来做磨削工具。砂岩由于透水
性较好，表面含水层可以过滤掉污染物，比其他石材如石灰
石更能抵御污染。我们这里钻探时主要遇到的困难是打平顶
山砂岩，平顶山砂岩硬度高容易破碎在钻进过程中不容易钻
进又容易掉块卡钻，所以在以后的学习中我要多注意加强这
方面的学习。

。

我们一般在野外作业，比较枯燥乏味，许多配套设施也不到
位。不过在这一个月的实习中让我学会了许多以前不会的东
西，也学会了在劳动中寻找快乐。同时了增强了己独立生活
和判断问题的能力。我想这将会成为让我一生都收益的财富。

在这为期一月的实习生活中，我受益匪浅。短短的30多天内，
我不仅向老工人师傅学习了钻探基本方法和技巧，体会到应
如何跟和同事交流和相，更被队里同志们的无私敬业精神所
感动。这不仅为我今后的理论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
我今后从事钻探行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最后，更加感谢
学校和队领导给了我实习学习的机会，也多谢同事们多日来
无私的照顾和关心，使我开心顺利的完成在队里的实习生活。
报告节如下：

第一绪言，实习地区的交通位置和然地理状况附交通位置图、



实习的任务、目的、要求、人员的组成及实习时间等。

第二 地层

首先简述实习地区露的地层及分布的特点，然后按地层时代
老至新进行地层描述。分段描述各时代地层时应包括分布和
发育概况、岩性和所含化石、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厚度
等附素描图。

第三岩石

描述各种岩体的岩石特征、产状、形态、规模、露地点、所
在构造部位以及含矿情况附剖面图、素描图。

第四构造

概述实习地区在大一级构造中的位置和总的构造特征，分别
叙述实习区的褶皱和断裂。

断层：断层名称、断层性质，上盘及下盘或左右盘地层时代，
断层面的产状，断层

证据附素描图、剖面图

阐述褶皱与断裂在空间分布上的特点。

第五地质发展阶段简述

根据地层的顺序、岩性特征、接触关系、构造运动情况、岩
浆活动过程等说明本区地质历史上有那些阶段。每阶段有那
些事件和特征。

第六其它方面，包括外动力地质现象。

后记，说明实习后的体会、感想、意见和要求。



地质踏勘简报篇三

本站发布地质实习报告范文模板，更多地质实习报告范文模
板相关信息请访问本站实习报告频道。

ctrl+d收藏本站，我们将第一时间为大家提供更多关于2019
年实习报告的信息，敬请期待！

点击查看:本站

林州市地处太行山东麓，西依太行山连接黄土高原，东连华
北平原，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上，
林州地区各种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现象
典型多样，并且出露良好，区内交通便利具有较好的实习条
件，因此，从10月31日——11月4日进行了为期5天的实习，
主要的实习对象是林州野外地质地貌以及本区的土壤、植被、
气候等。

本次实习的主要目的在于：

一、通过实习来印证、丰富和巩固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以
达到理论联系实际。

二、通过实习，初步学会观测和分析实习地区的地质、地貌、
土壤、水文和植被等自然地理现象，并掌握地质野外工作的
一般方法，掌握地貌、土壤等野外考察方法。培养学生独立
工作能力，为将来教学和进行乡土地理调查打下基础。

三、通过实习，了解实习地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自然地
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以培养学生的辨证
唯物主义世界观。

一、林州简介



我们这次实习的地点是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晋冀豫三省交界
处——林州，林州市区处于林州盆地之内，北纬36°线大致
横穿林州盆地中央。盆地西界为太行山，东部为低山丘陵，
北止于太行山与东部丘陵相接的姚村，难道东部丘陵与太行
上相连接的合涧镇。盆地略呈南北延伸的长方形，南北长35
公里，东西宽约5-10公里。盆地形态很完整，构成一个独立
的自然单元。林州市位于盆地东缘，恰在盆地纵长方向上的
中央。盆地海拔450米，盆地内为第四系黄土覆盖，土层深厚，
地表平坦。盆地走向为北北东—南南西向，西侧的太行山受
林州断层制约并为断层仰测，平均海拔高出盆地400—500米，
东侧为东部丘陵，高出盆地100—200米，为林州断层的下降
盘。

对于此次实习地林州，根据一路所见及一些书本知识，我把
林州的概况分为以下几大方面。

1.地质基础

林州地区出露的地层最古老的是太古界片麻岩，最新的是近
代冲积层。其中发育较为完善的是太古界、远古界和下古生
界地层，上古生界和中古生界地层本区缺失或为新生界地层
所覆盖。本区地质现象丰富多样。三大类岩石：岩浆岩、沉
积岩和变质岩都有分布，其中变质岩和沉积岩分布最为广泛;
地层多样，太古界、元古界、中生界、新生界地层均有分布，
太古界地层主要分布着各类片麻岩，元古界地层以石英岩为
主，古生界的寒武纪地层分布有竹叶状灰岩和鲕状灰岩，奥
陶纪地层主要为灰岩，新生界未胶结的沉积物，各种规模的
褶皱、断层等地质构造典型。

2.褶皱和断层构造

林州盆地地处太行山南段山前过渡带(指太行山主要山体与华
北平原之间的倾斜地带)，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山西台背斜东部
边缘的太行山隆起，中生代的构造变动是太行山南段的前中



生代地层形成宽缓的背斜隆起，并伴随着大量的断裂发育和
岩浆侵入活动。林州盆地的西侧为林州断层，在地形上为陡
峭的悬崖，断层线走向为nne。断层在盆地西部延长35公里，
断层的上升盘位于断层西部，平均高出林州盆地400—500米，
基部出露的是太古界片麻岩，上覆远古界震旦系石英岩和古
生界页岩、鲕状灰岩。林州盆地是伴随着林州断层生成的，
又形成了盆地内许多强度不等的褶皱构造，在盆地边缘常形
成小型褶皱出现。在盆地西侧山体，断层的接触关系是太古
界片麻岩与中奥陶纪灰岩相接触。

3.地表形态

林州地区大致可分为三部分：西部是陡峻的太行中山，浑圆
的中部丘陵和黄土覆盖的林州盆地。

4.气候状况

林州盆地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南部和山西高原的交界地带，
东部距海不远属于北温带东亚季风气候区的范畴。按行星风
讲，一年中受盛行西风的影响很重。气团方面则是基地气团
和热带海洋气团的交替又严重地支配了这里的气候规律。

5.水文概况

本区河流皆发源于太行山东坡，与太行山构造方向近于垂直，
盆地北部为漳河，中部为洹河，南部是淅河，各和均由西向
流经盆地，在盆地东部的平原地区先后与卫河上源各河交汇。
各河谷水文均具有干燥气候区域、山地和平原的河谷特征。
河流在山中时，比降大，下蚀力强，到盆地中心河流干涸成
砾石浅滩。

6.土壤概况

本区土壤磷、钾肥充足，透水、蓄水性适中，肥力较高，但



植被稀疏，坡陡土薄，冲蚀作用严重。若能按坡度的急缓，
划分宜农、宜林、易牧的范围，开展水土保持，增施氮肥，
则土壤的肥沃程度必能更高。

7.植被概况

林州地区的天然树木，早被砍伐破坏，现有树木基本上是近
几十年植树造林的结果。植被中主要的树种有槲、栎、槐、
杨、板栗、山楂、山皂荚等，草本有蓑草、苦草及木本科草
类等为优势种。

8.交通状况

林州市交通、通信便利，境内铁路连接京广线;国家干线公路胶
(东)长(治)线横穿东西，新(乡)河(口)线纵贯南北，地方干
线公路直通境外;行政村道路硬化率达到85%以上，全市通信
建设已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9.物产状况

本区物产资源丰富。境内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铁、铅、锌、
铜、煤、石灰石、白云石、石英岩、大理石、花岗岩等20多
种农业方面，盛产小麦、玉米、谷子、红薯、大豆、花生、
棉花、油菜等。传统的土特产品享誉海内外，新的名优特产
品不断涌现，柿子、核桃、山楂、板栗、花椒、蚕茧等土特
产品和花岗岩、大理石等优质工艺品，带着林州人民的勤劳、
纯朴和红旗渠故乡的深情厚意，走出国门，奔向世界，架起
了一座座友谊的金桥。

10.经济概况

本区经济发展迅速。创造了红旗渠奇迹，并培育了“红旗渠
精神”的林州人民，在经济建设中再显身手。10万建筑大军以
“红旗渠传人”的姿态。遍布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500



多个县、市，建立了北京、天津、上海、太原、长治、郑州、
西安、新疆等12个建筑基地，并已打入南也门、科威物、俄
罗斯、等国际市场。近几年来，林州旅游业发展迅速，有大
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拉动当地各项产业的发展。

11.旅游业发展情况

二、区域地层与岩性

林州地区的地质现象比较典型，出露良好，最古老的是太古
界的片麻岩，最新的是近代冲积层。其中，发育较完善的为
太古界、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地层。上古生界和中生界地层本
区缺失或为新生界地层所覆盖。太古界时期，以片麻岩、片
岩为主的变质岩类居多，元古界中石英岩广泛分布，其波痕、
泥裂构造清晰可见，古生界中的灰岩较多，尤其是寒武系的
鲕状灰岩、竹叶状灰岩和早奥陶的白云质灰岩，在林州地区
分布较广。新生界的砾岩在该区也很具有代表性。

地质踏勘简报篇四

在学习地质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需要编写地质学报告，这
是我们结合实地调查、研究和分析得出的结论的呈现方式。
构造地质学报告则是地质学报告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编写这
种类型的报告时，我们需要了解并发掘地质学的种种细节，
以得出更加准确、严谨的结论。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自
己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的体验和见解。

第二段：了解地质学报告格式

在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时，首先要了解报告格式的基本要求。
这不仅是考核标准，而且是报告最基本的质量保证。在所有
地质学报告中，包括构造地质学报告，都需要包含地层和地
质特征的详细描述，地质样本分析结果，以及地理和地质图



像。此外，报告应该以规范的学术写作方式进行撰写、反思
和推理。

第三段：实地调查和研究

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的最重要步骤之一是实地调查和研究。
通过进行细致、准确和全面的实地调查，在探索断层、褶皱
等构造地质学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收集大量关于这些现
象的数据和信息，从而绘制出更为全面准确的地质图像和说
明。这一步骤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有地质记录的准确性、实验
分析的科学性、数据统计的合理性等等。只有在真正踏实而
深入地研究过程中，才能够得出真正意义上的结论。

第四段：整合结论和故事

在综合实地调查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整合结论并
形成一篇有价值的构造地质学报告。这部分内容在报告中占
据着核心地位，需要体现实地调查的结果和科学研究的内涵，
合理梳理进行结论和展示。同时，要特别注意报告的因果关
系和逻辑性，形成有内涵和个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断
层和褶皱我们可以看成是经历了数百万元史的文化和自然的
嬗变，历经风雨的，归结为自然界和人类生产力活动的对立
和对话的不断上升。

第五段：推广地质学研究

编写完整有效的构造地质学报告仅仅是一个开始。此时需要
考虑推广与交流。地质学报告可以呈现在各种场合和形式之
中，比如出版、展览、学术交流和会议报告。此外，我们也
可以将地质学报告作为对于社区和公众交流的一种手段，来
教育引导大众对于地球科学的理解和认识。报告的读者和听
众包括其他地质学家、工程师、政策制定者、学生和课堂上
的公众以及其他有志于研究地球科学和自然景观的人们。



结语：

构造地质学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从专业知识角度看待地
质学现状，推广地质学研究的水平和成就。在编写和完成这
样一篇报告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琢磨每个环节，合理组
织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尽可能做到严谨、具体、有说服
力和展示性。报告的结论应该是对于构造地质学现象更深入
了解的基础，并提供了更深刻地视角和思考角度。

地质踏勘简报篇五

地质报告是地质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其编写的过程中
需要对地质现象进行观测、记录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在
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地质报告的重要性和编写技巧。
通过这次任务，我学到了如何观察地质现象、如何进行资料
收集和处理、如何撰写报告等一系列关于地质学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下面我将从观察、分析、撰写的角度进行心得体会
的总结。

首先，观察是地质报告编写的第一步，对地质现象进行正确、
全面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要进行准确的观察需要
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比如，观测岩石时需要了解岩石的形成
和变质过程，才能在观察时注意到一些与之相关的特征。另
外，通过观察地质构造、地形等，可以揭示地质发展的历史
和未来趋势。在观察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使用各类仪器
和工具，比如使用锤子敲击岩石，可以判断出岩石的硬度和
脆性，从而对其成因进行推测。在研究报告编辑时，我觉得
只有对地质现象有足够准确和细致的观察，才能有意义的展
开后续的分析和结论。

其次，分析地质现象是地质报告编写的关键步骤之一。地质
现象是地质学家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对象，通过对地质现象的
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关岩石形成、地质历史、地质构造和
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结论。在进行分析时，我发现重点是找出



地质现象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比如，通过观察地层中的岩石
组合、化石种类和古地理环境的特征，可以判断该地区的地
质历史；通过分析地震和火山活动的分布和规律，可以预测
地震和火山喷发的潜在威胁。在分析地质现象的过程中，我
们还需要学会使用图表、统计数据等分析工具，以客观的数
据和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和结论。

最后，撰写地质报告是地质学研究的结晶，也是对整个研究
工作的总结和展示。在撰写地质报告时，我觉得要注意以下
几点。首先，要有明确的结构和条理，清晰而有序地呈现自
己的观点和思路。其次，在表述时要准确简练，避免冗长和
啰嗦。可以使用科学术语和专业术语，但要保证读者可以理
解。另外，还要注意语言的通顺和连贯，以及论据的有力和
可信度。最后，在报告的结尾可以给出自己的的见解和建议，
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一些设想和方向。

总之，地质报告的编写是一项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工
作。通过观察、分析和撰写，我深刻体会到了地质报告的重
要性和编写技巧。观察和分析是地质报告编写的两个重要环
节，只有通过准确和全面的观察，以及深入的分析，才能得
出有意义的结论。而在撰写报告时，要注意结构、条理和简
练，以及语言的连贯性和可信度。通过这次任务，我不仅学
到了与地质现象有关的知识，还提高了自己的观察能力和报
告写作的能力。这对我今后从事地质学研究和实践，以及其
他科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地质踏勘简报篇六

地质学报告的编写是考验学生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亦是对
地质科学研究能力的一次考察。在学生的日常学习中，通过
模拟构造地质学报告的编写，既可检验个人掌握的知识和实
际应用能力，也有助于整合和巩固已学知识。本文通过对个
人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的心得体会进行总结和归纳，分析构
造地质学报告的编写流程和技巧，以及个人在编写过程中所



遇到的问题，为同学们在构造地质学报告方面提供一些有益
的指导和参考。

第二段：构造地质学报告的编写流程

构造地质学报告的编写流程通常包含构造背景、野外调查、
野外地质剖面测量、实验室分析、结论等几个部分。编写报
告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构造背景，梳理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和相关研究资料。其次，进行野外调查，搜集有关地质信息，
同时注意记录地质剖面和野外观测数据。接下来，进行野外
地质剖面测量，精确测量高程与纵向地质剖面，并制作详细
的剖面图。之后进行实验室分析，通过样品性质、微细结构
和地球物理化学性质等进行地理学研究。最后，根据前面所
做的分析和研究结果的综合整合得出结论。

第三段：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的技巧

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既需要整理与分析大量的地学资料，又
需要具备较为娴熟的实验技能和数据处理能力。在编写过程
中，应注意以下几种技巧：一是数据来源和基本资料的准确
性和权威性；二是对研究对象所涉及学科的深入探究，准确
表达相关概念和论点；三是逻辑清晰，结构合理，在每个段
落中都要阐述中心思想，严谨行文。

第四段：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

在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难题，如
权衡资料的质量和缺失，比较待选样品的性质，选择实验研
究方法等。在这里推荐对于不太清楚的问题可以询问导师或
同侪，多方面解决问题。认真对待每一个疑点，收集范围内
的地学资料以尽量获取全面信息，分析透彻而再去进行研究
结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总能够在不断探索中找到对应的解
决策略。



第五段：经验总结与建议

在编写构造地质学报告的过程中，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
实验技能的掌握、数据处理的能力和敏锐的思维判断。同时，
也需要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招待导师的带领和
结合实际案例的思考，充分利用软件工具的辅助手段，积极
关注科研文献，提高自身技能，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反应
能力。建议大家应该在注重基础科学方面的同时，要有不断
拓展认知和拓宽眼界的心态。在整个编写的过程中尤其是在
初期的方向调整和实践中，需要保持耐心、专业的态度和刻
苦而有毅力的精神，用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方法去完成所有
的实验操作和研究过程，不断提升学习的质量和成果。

地质踏勘简报篇七

地质实习报告怎么写，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的地质学实
习报告怎么写，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的地质学实习报告
范文，欢迎阅读与参考。

地质学实习报告(一)

一：实习目的

1.学会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

2.学会对工程地质的基本判别方法

3.学会用地质罗盘测量岩层的产状

4.了解岩石种类及物理性质和岩石标本

二:实习仪器地质罗盘铁锤

三：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



岩层产状测量，是地质调查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野外是使
用地质罗盘直接在岩层的层面上测量的。测量走向时，使罗
盘的长边紧贴层面，将罗盘放平，水准泡击中，读指北针所
示的方位角，就是岩层的走向。测量倾向时，将罗盘的短边
紧贴层面，水准泡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角，就是岩层
的倾向。因为岩层的倾向只有一个，所以在测量岩层的倾向
时，要注意将罗盘的北端朝向岩层的倾斜方向。测量倾角时，
需将罗盘横着竖起来，使长边与岩层的走向垂直，紧贴层面，
等倾斜器上的水准泡居中后，读悬垂所示的角度，就是岩层
的倾角。

四：实习的内容和过程

12月11日上午十点，统一学习使用地质罗盘的，下午1点半去
往金牛山进行地质勘探，12日早上到仓山校区观看岩石标本。

1.金牛山的简介

金牛山位于福州鼓楼区北侧闽江乡新建村，海拔163米，一路
上山就可以看到滑坡，崩塌，断层及不均匀沉降对山体与道
路的影响，例如马刀树，公路裂缝等。

2.测定岩层产状

1).结构金牛山的岩石大部分都是岩浆岩，而且都是粗粒结构
和中粒结构

2)构造金牛山的样品分析看可知道该岩石是块状构造，矿物
在岩石中分布杂乱无章，.不显层次，呈致密块状，富含花岗
岩及花岗斑岩等系列浅成岩的构造。

3)成分从样品看岩石是浅色的，那就可能是花岗岩或正长岩
的酸性或偏酸性的岩石。但从全晶质中粒和粗粒结构，块状
构造，就可以判断是浅层岩。



4.断层地理环境情况

金牛山地质相对复杂，在上山途中发现了很多滑坡断层及不
均匀沉降等地质现象。仅大家用于观测的一面山体，比较大
的断层就达7处之多。金牛山断层现象千姿百态，产状各不相
同，并带有多出滑坡现象产生，是因为金牛山主要由岩浆岩
构成，岩浆岩分化后，风化壳表层间的滑动引起的风化壳滑
坡。

5.岩石标本的赏识

实验室中，陈列了大量的岩石标本，可以分为矿物光泽标本，
矿物断口标本，矿物硬度标本，矿物解理标本，矿物比色标
本，矿物形态标本等类型。理论的学习，已经让我们对这些
岩石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经过这次的标本参观，使我们对
岩石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们开拓了视野。

6.实习总结

两天的实习非常短暂，但我们的收获是重大的，学到了许多
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地质罗盘的使用及利用地质罗
盘测量岩石的产状，对真实的地质现象有了一定了解。从标
本室里我们更认识了许多未见过的岩石，扩大了我们的视野，
充实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实习结束了，而我们对实际动
手的渴求依然很强烈。

地质学实习报告(二)

一、实习概况

1、实习目的与任务

地质学是关于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外部特征、各层
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知识体系。



地质地貌实习是我们专业基本教学实习环节。通过此次实习，
使同学们进一步巩固地质地貌学的基本原理，学习并掌握野
外地质地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加深同学们对
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理论教学体系，
为学习其他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2、实习地点:即马山国家地质公园

马山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位于青岛即墨市城区西侧，总面
积7·74平方公里，公园内以海拔231米的马山为最高主峰，
大山、宝安山、团山及长岭等几个侧峰拱卫在周围。山虽不
云高，峰虽不属秀，然而这里丰富而又独特的地质现象，却
使其在地质保护、科研、旅游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3、实习时间：20xx年5月10日

二、实习内容

1、马山自然保护区概况

马山自然保护区是1994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青岛即墨市城西4公里处，总面积7。74平方公里。它集
科学地质文化、民族宗教文化和民风民俗文化于一体，充分
体现了马山文化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也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

马山自然保护区是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面积最小的一个，
但区内含有柱状理石柱群、硅化木群、沉积构造、接触变质
带及古脊椎动物化石等丰富的地质遗迹，被地质界称为“袖
珍式地质博物馆”。区内地质遗迹不仅丰富，而且十分独特，
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浅粗面火山岩柱状节理石柱群是世
界“三大石群”之一，高26米，宽150米，单株独立、巍巍壮
观，可与英国的“巨人堤”、美国的“魔鬼塔”相媲美;硅化
木，现已发现并保存完好的有26处，最大的一株长13米、平



均直径0.8米硅化完全、年轮清晰实属罕见;维妙维肖的沉积
岩包卷层理和交错层理胜似一幅山水画，妖娆多姿的接触变
质岩，展现了火山爆发的烈焰对地质的改变，给人留下了对
大自然的感叹。

2、马山地质地貌概况

马山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燕山运动晚期的火山运动
奠定了马山的基础。通过一系列的造山运动，形成了马山复
杂的地形地貌和独特的地质构造，特别是马山独特的地质遗
迹，较全面的揭示了胶东半岛及山东的白垩纪古地理的原貌
及其发展过程。

马山地层的形成为早白垩纪早期，其区域地层划分属莱阳群
曲格庄组。其岩石类型分别由沉积岩和火山岩组成，其中蕴
藏着较丰富的硅化木和独特的安山岩柱状节理，从而形成了
一个集沉积岩、火山岩、接触变质岩、古生物化石等多种地
质现象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宝库。

马山自然保护区由主峰马山(海拔233.1米)、西峰大山(海
拔211.1米)、小峰宝安山(海拔i45米)、团山(海拔i26米)和
长岭组成。自南、北两侧遥望，马山、大山二峰并峙状似马
鞍，其地貌类型属剥蚀准平原上的残丘地貌，山体圆凸，坡
度在20度至25度之间，最高部位在保护区南侧，海拔300米左
有，相对高度达200米。山北坡延至埠南一带，山西坡延至信
村岭，山前坡延至店子山及西流峰山(又名小龙山)，山东坡
延至陈家河东岭，均属低洼不平的平原兼低丘地形，残丘周
围之冲沟多呈v字型和u字型。保护区范围内无较大河流，只
有数条季节河及山北坡截沟堵流形成的几个小型水库，以增
加其自身景色。由于马山潜粗面火山岩结构构造特征，使其
具有较强的抗风化能力，再加上断裂构造等因素，在周围沉
积岩层逐渐侵蚀夷平的状态下形成孤立残丘地貌，使之具有
山虽不高却有拔地突起之感。



区内地层单一，出露地层为白垩系莱阳群，主要岩性为紫红、
黄绿色中细粒长砂岩、含砾砂岩夹砂砾岩、钙质粉砂岩、偶
夹砂岩。特别是经多年采石，开挖揭露出了马山绿色次火山
岩柱状节理，形成了若干笔直挺拔柱状节理形态的人工露头
景观，俗称“石柱群”。同时马山山体是一个集沉积岩、火
山岩、接触变质岩、动植物化石等多种地质现象为一体的综
合性的“地质宝库”，是丰富的地质资源集中于一地，世界
上少有的“天然地质博物馆”。

3、实习进程

(1)马山硅化木

我们的第一站就是马山极富盛名的——马山硅化木。

目前在马山四周发现而且保存完好的硅化木有26处，这些远
古时代的树木经过硅化反应形成了现在的化石。早在1·3亿
年前，马山地区曾为“古莱阳湖”的一部分，在潮湿的气候
条件下生长有大量树木，其中部分树木死亡后在本地或异地
被掩埋起来，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发生硅化反应形成了硅
化木化石。在马山西北麓发现的最大的一株被鉴定为南洋杉，
树干长13米，平均直径0·8米，树根、疤节、年轮清晰可见，
非常罕见。中生代地层中形体硕大、保存完好的硅化木群落
是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重要保护对象。尽管国内有不少有
关硅化木的报道，但在这样特殊的地质结构条件下，分布如
此密集、保存如此完整的大型硅化木群尚不多见。此外，古
脊椎动物化石在本区内也有零星发现。

(2)马山石林

马山盛产安山玢岩，多为灰绿、灰褐色，是约1亿年前岩浆涌
出地表冷凝而成，为优质建筑雕饰石料。山之西南部因岩浆
冷凝，均匀收缩，形成四方柱状的节理，柱体截面直径约1米
左右，高约30余米，笔直挺拔，排列紧密，恰似一片密林，



蔚为壮观，故名“马山石林”。

据专家考证，马山石林一亿多年前由火山喷溢的安山岩浆冷
凝收缩而成。安山岩呈灰绿色，结构均匀，质地纯净，是一
种高级建筑雕饰材料。山之西南因岩浆冷凝，均匀收缩，形
成四方形柱状节理，柱体截面直径一般在1.0-1.5米间，柱体
长30米(地表以下可延伸至60米)，柱体笔直挺拔，排列整齐，
恰似一片密林，景色蔚为壮观。此类柱状石林多发育于玄武
岩中，一般呈六棱或五棱柱状，而马山石林可发育于安山岩
中，且呈四方形，这在地质学上较为罕见。就其价值而言，
马山石林规模比南京六合县石柱规模更大，亦更宏伟壮丽，
可与美国著名“魔鬼之塔”的柱状节理玄武岩体相媲美。

站在由大片柱状节理石柱群组成的马山石林前面，人们似乎
能从中探寻出发生在1·1亿年前的火山活动的场景。在遥远
的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即墨地区火山活动强烈，以即墨城为
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破火山口，破火山口晚期形成了许多
火山锥，火山喷发出的大量岩浆经冷却收缩形成了现在蔚为
壮观的马山石林，这片高26米、宽150米的石柱群与英国
的“巨人堤”、美国的“魔鬼塔”并称为世界“三大石柱
群”。

(3)沉积构造

在马山山体上随处可见的沉积构造也是远古时期地壳活动留
下的印记。当时湖泊流水中携带的大量泥沙一层层沉积下来，
形成现在的岩石，不同的层理交织在一起，看上去好像一幅
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早期形成的沉积岩与火山喷发的岩浆
接触后，在高温高压的环境条件下发生变质，又形成了颜色
丰富、妖娆多姿的接触变质岩。



地质踏勘简报篇八

实习地区的交通位置和自然地理状况（附交通位置图）、实
习的`任务、目的、要求、人员的组成及实习时间等。

首先简述实习地区出露的地层及分布的特点，然后按地层时
代自老至新进行地层描述。分段描述各时代地层时应包括分
布和发育概况、岩性和所含化石、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
厚度等（附素描图）。

描述各种岩体的岩石特征、产状、形态、规模、出露地点、
所在构造部位以及含矿情况。

概述实习地区在大一级构造中的位置和总的构造特征，分别
叙述实习区的褶皱和断裂。

褶皱：褶皱名称（如玉皇山向斜），组成褶皱核部地层时代
及两翼地层时代、产状、褶皱轴向、褶皱横剖面及纵剖面特
征。

断层：断层名称、断层性质，上盘及下盘（或左右盘）地层
时代，断层面的产状，断层。

阐述褶皱与断裂在空间分布上的特点。

根据地层的顺序、岩性特征、接触关系、构造运动情况、岩
浆活动过程等说明本区地质历史上有那些阶段。每阶段有那
些事件和特征。

包括外动力地质现象。

说明实习后的体会、感想、意见和要求。

报告中文字要工整，图件要美观。报告应有封面、题目、写



作人专业、班级、姓名、写作日期等。并进行装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