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青年心得体会(优秀6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那么我们写心得体
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地质青年心得体会篇一

作为一名地质专业的学生，我对于地球的形成和演化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学习，
更是对于生命、自然和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识。通过这些学习和经历，我获得了很多宝贵的体验和
心得。

一、不断追问，才能更加深入理解

地质学是一门非常庞杂的学科，其中包含了很多领域的知识。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不太懂该怎么去
解决。但是我发现，只有不断地问老师和同学，才能够获得
更深入的理解。当我在问问题的时候，需要学会提炼和表达
自己的疑惑，这样才能够得到具有启发性的回答和解答。

二、勇于挑战困难，才能够成就自我

地质学是一门需要动手实践的学科，需要经常进行野外调查
和实验。这些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有足
够的勇气去面对。在实验中，我曾经遇到了很多失败和挫折，
但只有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检验，才能够让实验获得更准确、
更有意义的结果。

三、培养细致认真，才能够取得更多的发现

地质学是一门需要细致认真的学科，需要对于观察和记录有



着非常高的要求。在进行野外调查和地质实验的时候，我们
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检查很多细节问题。在这个过
程中，我发现自己的观察力和耐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只有
通过细致认真的观察和记录，才能够发现更多微小但是重要
的研究成果。

四、学会多元思考，才能够拥有更广阔的视野

地质学是一门需要学生多元思考的学科，需要跨越很多不同
时空维度去思考问题。在学习该学科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
地球的物质结构、地球的环境演化以及地球资源的分布等等
问题。通过学习，我逐渐认识到自己要学会将多个不同的维
度结合起来去思考一个问题，才能够得到更宏观的视野和宽
广的思路。

五、关注生态环境，才能够关注到人类的未来

地质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因为它关注到了地球的生态
环境。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家园，我们需要共同保护好这个家
园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类更有未来。作为一名地质学生，我深
刻认识到自己需要热爱地球、保护地球，为环保事业发挥自
己的力量，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和宜居。

通过这些学习和经历，我感到收获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于地
球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是对于自己的成长和人生有了重要的
影响。我相信，这份体验和心得，将会伴随着我未来前行，
让我更加自信和充实。

地质青年心得体会篇二

《地质地貌实习报告--肇庆七星岩》由9686本站精心为您收
集整理的一篇关于肇庆,地貌,地质,实习报告的范文，希望您
喜欢。



地质地貌实习报告

5月30日 肇庆七星岩

石灰岩山峰

通过查阅有关资料, 七星岩由风岩、玉屏岩、石室岩、天柱
岩、蟾蜍岩、仙掌岩、阿坡岩七座石灰岩山峰组成, 排列就
像北斗七星般撒落在碧波如镜的近600公顷湖面上。

从表面观察, 七座山峰为灰色与少量白色相夹杂,可以初步判
断为石灰质岩石;由于此地区雨量多、气温高，侵蚀严重, 灰
岩山表面有许多较大的裂痕.通过这些裂痕,可观察到其解理
完整。

实习指南上对七星岩的形成过程的图解,可知为先由于地质运
动,在七星岩附近形成了一个褶皱背斜山脉,正是由于肇庆地
处亚热带，雨量多、气温高，侵蚀严重,尤其是流水侵蚀，这
些岩石的抗蚀力都比较弱，因此背斜被破坏，部分岩石受风
化成土,最终土山出露和石山形成当地低矮的地形。再由于进
一步流水侵蚀,成排的背斜谷地两侧开始形成今天的七座石灰
岩山峰。

溶洞

肇庆七星岩地区另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其岩洞。实习过程中，
老师指出溶洞形成之处是位于地表水层的水平流动带，由于
流水侵蚀而形成的洞穴，这些洞穴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地
下河的通道。由于地质运动，这些溶洞慢慢上升出了地表，
出现在了人们视线。我们在一溶洞入口处观察时，老师还指
出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溶洞经历过4次发育，可是我们观察到洞
内顶部都比较平滑相连，是因为再溶洞露出地面的漫长时间
里，由外力作用使得洞内每个发育的连接处发生岩石的掉落，
使得顶较为平滑，而在地上，还可以见到坍塌下来的大石块。



我们进入溶洞，里面到处都有石钟乳。而石钟乳的成因是：
由于洞顶部渗入的地下水co2含量很高，对石灰岩具有较强的
溶蚀力，呈饱和碳酸钙水溶液。溶液下渗时失去部分co2而处
于过饱和状态，于是碳酸钙在水滴表面结晶成为极薄的钙膜，
水滴落下时钙膜破裂，残留下来的碳酸钙与顶板连接成为钙
环。下渗水滴不断提供碳酸钙，钙环不断外下延伸形成细长
中空的石钟乳。七星岩溶洞内喀斯特地貌极其发育，石钟乳
随处可见，并被加以人工遐想，成为千姿百态的景观。

平原

在往返肇庆的路上，我们并没有发现高楼大厦，而且听身边
的同学说，肇庆没有高过20层的大楼。一开始我们觉得很奇
怪，后来仔细想了想，还是有原因的。肇庆位于西江附近，
其陆地为冲积平原。地面可见河漫滩相红黄、红黄白花斑色
粘性土占踞了肇庆冲积平原大部分面积。这样的土地不易于
建太高层的楼宇。

5月31日 黄埔区蟹山公园

进入蟹山公园后，我们对这里的岩石和地质进行了观察。蟹
山从表面上看，出去植物和人工建筑后，其泥土和岩石主要
为红褐色。我们对这里的岩石进行了分析。

这里的岩石主要是砂岩、粉砂岩，此外还有泥岩和页岩。在
一处多岩石碎块的地方进行了观察，发现这里的岩石碎块硬
度较低，用手指就可以揉碎，揉碎后的颗粒非常细，应属粉
砂岩。老师讲解的时候告诉我们，这里的物理风化相当强烈，
因此形成的碎屑非常细小。通过对某一大石块观察见到，石
块明显分为好几层，每层之间有一条约5厘米后的、由鹅卵石
排成的一个面。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地区为河流冲击成的平
原，经过多次沉积下来的泥土经过物理变化又形成了沉积岩。
老师后来还说到，这里的岩石固结时，气候非常稳定，为类
似扬沙的天气。而这里的岩石为红色，是因为岩石形成时，



主要胶结物含有3价铁离子。

6月1日 华农

老师带我们去了树木园看已经风化完全了的花岗岩。我们发
现，这里的花岗岩风化之后的层黄色为主，夹杂了红色及白
色。用手对风化了的花岗岩搓揉，可感到里面有许多细小颗
粒。经过较完全风化后的花岗岩，只剩下透明细小的石英，
因为花岗岩的成分中，石英最不易分解。花岗岩的风化为化
学风化，主要由肉红色的正长石，白色的斜长石，黑色的黑
云母和透明无色的石英组成。在华农教三附近的花岗岩化学
风化得非常好，用手就可以从石头上弄下写石块。而华农教
三附近的花岗岩有呈椭圆的，也有呈片状的。老师解释，这
是因为由于某些花岗岩本身有裂缝，而有的却没有，通过流
水侵蚀，有裂缝的花岗岩裂缝越来越大，使花岗岩不断侵蚀
形成片状;没有裂缝的，由流水侵蚀使形状越来越趋向球状。

结束语

我们这次的实习尽管只有短短三天，不过我们从中实在学到
了不少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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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习令我们加深了对地质地貌学的了
解，更深刻认识到了学习地质地貌学的意义，巩固了学习成
果，体会到“学以致用”的道理，并且学会了一定的考察地
质地貌的方法要领和细节。

地质青年心得体会篇三

作为一名地质青年，我不断地和地质科学打交道，不断地去
认识、探索、感受自然界的神奇和奥妙。这些年来，我的心
头总是有一股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地质科学是深不可测的，
它涵盖着地球的漫长历程和广阔空间，其中蕴含着宝贵的自
然学科和人类文化遗产。在与地质科学交往中推敲思考，我
逐渐认识到地质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于人类



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第一段:地质科学在大地之中的奥妙

地质学家们不断探讨着大地的变迁，不断地观测、研究、分
析地球表面的构造与属性。他们深入到地下深处，观测、勘
探、搜集各种地球物质，探察地球历史的变革，揭示了地球
形成漫长、复杂而又神奇的历程。而与此同时，地球各种地
质现象和地球自然资源的发现、利用，也成为人类社会持续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段:地质科学在生态文明中的重要意义

地质科学研究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地质资源的有序、合理利用，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环保的观念和行动，也是地质
科学家们须始终坚持的重要使命与职责。因此，地质科学成
为了构建生态文明、推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支
撑。

第三段：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路径

地质学要真正领会和熟知，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全面
的知识储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探索精神。而如何培养一支
高素质的地质科学人才队伍，是关系到国家建设与国民素质
的重要问题。因此，高职地质教育的改革也逐渐成为各地教
育部门的关注点，人们不断深入探索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
积极探索和开拓出更加适合于实践和发展需求的教育模式和
工作方式。

第四段：地质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地质科学无处不在，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地
质现象、自然资源、环境污染和防震减灾等方面都有着广泛



的应用。例如，自然灾情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防震工作
成为地理干员和防震者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接地电防护保护
措施的落实也是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
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于地质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

地质科学是无比神奇的，它的发现和挖掘，需要地质青年们
不断的勇士、坚持、努力和进取精神。地质青年需要在学校
中掌握丰富的地质知识，勇于与自然界接触，积极践行科学
精神，热爱自己的岗位，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弥补
知识的不足，并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地质矿产和环
保部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地质科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地质青年们要勇敢迎接地
质的挑战，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助力人类文明的发展。

地质青年心得体会篇四

野外地质实习是我们学习基础地质学的重要环节，通过这次
野外实习及实习报告的编写，使我们在外观，规模及深度上，
都对自然界的真实风貌和地质现象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学
会了对三大类岩石和常见矿物的肉眼鉴定;观察地层剖面;识
别古生物化石;判别褶皱类型及断层性质;了解内外力地质作
用等。将在学校所学的课本知识更好地与野外实际相结合，
进一步地认识了常见岩石矿物的鉴定方法。

此外，我们还学习了作为一名普通地质工作者应有的一些基
本技能，如：学习使用地质罗盘;观察并描述地质现象;绘制
地质剖示意面图;采集岩石标本等等。通过对这些新技能的学
习，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学习地质科学的兴趣。

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是建立在对实际事物的观察研究之上，
地质学自然也属于这一范畴。在野外实际观察学习中，有一
些地质现象与老师的讲述存在一些细小的偏差，我们本着实



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带队的专业老师积极进行探讨交流，
在互帮互教中学习知识。

在野外，面对大自然的神奇与奥妙，我们个人的力量显得是
那么的渺小，这就需要我们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共同努力
攻关，完成课题研究。在本次实习中，我们六人一组，分工
明确，相互配合，你采标本，我测产状，认真、高效的完成
了实习任务。在实践中体会到团队协作的力量。

总体说来，通过这次野外地质实习，我们看到了蔚为壮观的
地质构造，听到了老师细致生动的讲解，学到了许多课本上
没有的专业知识，体会到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和大自
然的令人震撼的神奇力量!

短短三天的野外地质实习已经结束，时间匆匆，带走了身心
的疲惫，却留给我们值得珍藏的宝贵经验。在这里，我也呼
吁学校能适当延长实习时间，能让我们在实践中更好的感受
一名地质工作者的魅力所在!

地质实习心得体会【篇4】

地质青年心得体会篇五

我在大学读了地质专业，从入学之初就对这个领域充满好奇。
我曾看过一些馆藏比较丰富的博物馆展览，对岩石、矿物等
等都特别感兴趣，所以选择地质专业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
择。

二、对地质的认知和理解

在学习地质的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地质学是一门涉及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各个方面的学科。学



习地质学，我们对地球的理解会更加深入，随着学习的深入，
不断拓展思维，尝试去分析地球演化的机制，研究自然界中
神秘的现象。

三、把地质学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

在学习期间，我曾参与多次实地实践和勘探工作，真正理解
与应用所学地质学知识。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矿物结构的
研究来理解地球深处的经历以及岩石的构成，通过岩石成因
学来判断矿床的存在和开采价值等等，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
用到了充分地发挥。

四、对待工作中的挫折和失败

实践过程中，我也遇到过挫折和失败，但没有放弃，反而让
我更加努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
会遇到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需要细心分析总结，找出原因
并进行改进，要对所负责的任务有大局观，同时也需要踏实
细心、尽职尽责。

五、对于地质学未来的展望

随着社会和科技迅速进步，地质科技也在不断发展，未来地
质学的发展将会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
对世界各地的大自然的探索和应用更加迫切，有关地质的研
究和应用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防灾减灾、地质灾害预警
与治理、地质资源开采利用等问题，都需要地质学家、科研
人员的深入研究。在学习和实践中，我体会到了用浩瀚的知
识、深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揭示自然规律、贡献于
国家建设的责任，也感受到了扎实的科研基础和勇敢的创新
精神在未来地质学的发展中的非常重要的议题和使命。



地质青年心得体会篇六

1.实习概况：

20**年10月，我们土木工程专业进行了工程地质实习，工程
地质实习是整个工程地质学教学中十分重要的实践环节，使
学生在课程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对基本地质现象的
野外实地考察和现场实践，获得感性知识并巩固和深化课程
理论，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毕业以后的设计、施工中应
用有关地质资料打下一定的基础。

2实习目的

理解基本的地址概念，了解基本知识，学会基本技能。

通过简短的野外地址实习，巩固学过的《工程地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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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随地址科学的兴趣：同时充分认识到
地质实践对地质科学的重要性。

同时，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艰苦努力、遵守纪律、团结协作
等优良品质和增强集体观念，掌握实地操作技能和编写实习
报告的能力，总结此次实习与我们所学专业的联系。

3实习内容：

昌乐火山口

昌乐火山口，距今1800万年是新生代第三纪玄武岩火山口。

火山口呈圆锥形，石头呈红褐色，气势极为壮观，数万根六
棱石柱，由山底到山顶，直插云天。

此火山口是火山筒内充填的玄武岩栓，经过200多万年的长期



风化剥蚀，被剥露出地面，岩栓柱状节理发育，呈辐射状，
向上收敛，向下散开，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火山喷发的自然景
观，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据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考证认定，该火山口为第三纪玄武
岩火山口，距今约1800多万年，它的发现，对地求物理和地
震科学研究都有很大参考介值。

一色的红褐圆棱柱石，竖指苍天，凡经开凿者皆显露出明显
的喷发纹理，表明其成因于火山喷发，近百平方公里内的几
十座山包构成了蔚为壮观的远古火山群。

山东山旺国家地质公园

山东山旺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山东省临朐县城东约22公里处，
面积约13平方公里。

地质公园地处鲁中隆起区中的临朐凹陷，公园内总体由两个
次级小盆地组成，即解家河盆地和包家河盆地，其外围均为
由玄武岩组成的低山丘陵，地形起伏较大。

为季节性河流。

地质公园以闻名世界的山旺古生物化石及反映其形成环境的
火山地貌为特色。

公园内各种地质遗迹丰富，一是第三纪中新世时期距今1800
万年山旺玛珥湖沉积岩层(科学上划分为山旺组地层---硅藻
土)，沉积厚度25米左右，具有标准的层型剖面，现已成为国
际上中新世生物建阶的重要依据。

由于层薄如纸，稍加风化即层层翘起，宛若书页，被古人形
象地比喻为"万卷书"。



大量古生物化石含在其中。

尤其是山旺地层层型剖面所处位置，是由早期的牛山组玄武
岩、第三纪中新世时期湖相沉积岩(山旺组)、第四纪黄土和
晚期的火山岩浸入等地质现象组合而成。

二是新生代时期(距今xx万年)火山作用形成的古火山锥、熔
岩流动特征等各种火山地质现象，如黄山、尧山、擦马山、
灵山等都是典型的古火山口，因此亦是研究新生代火山岩区
的理想场所。

特别是擦马山玄武岩柱状节理，直径近于80cm，规模宏大，
气势壮观。

尧山西侧，火山作用形成了高高的台地，经长时间风化剥蚀，
形成了自然景观，人们称之为"石楼"。

山旺组地层中的化石，形成于距今1800万年的第三纪中新世
时期。

目前已发现的动、植物化石有10几个门类700多种，其中大部
分是已绝灭的物种。

植物化石包括真菌、硅藻、苔藓、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
物及藻类。

动物化石有昆虫、鱼、两栖、爬行、鸟及哺乳动物。

特别是山旺山东鸟、齐鲁泰山鸟等鸟类化石的发现，填补了
中新世时期的空白，山旺成为我国鸟化石丰富的产地之一，
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鹿类化石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化石产地。

新发现的带胚胎的犀牛化石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国际学术界
引起了轰动。



植物化石枝叶最多，花、果实和种子也保存得非常完美。

山旺古生物化石主要保存于中新世山旺组硅藻土层中(距今
约1千4百万年)，其种类之多、保存之完整为世界罕见，目前
已发现的化石有十几个门类600多种。

动物化石包括昆虫、鱼、蜘蛛、两栖、爬行、鸟及哺乳动物。

昆虫化石翅脉清晰，保存完整，有的还保留绚丽的色彩，已
研究鉴定的有11目46科100属182种。

山旺鸟类化石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完整鸟化石最丰富的产地，
三角远古鹿化石和东方祖熊化石是世界上中新世该化石保存
最完整的标本。

植物化石有苔藓、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及藻类。

除100种藻类外，其它植物有46科98属143种。

它们在世界上研究古生态、古气候、动植物演化等方面有着
重要的地位。

被中外专家誉为研究中新世的“综合实验室”。

山东地下大峡谷

高峡深涧，鬼斧神工。

飞瀑流泉，溅玉喷珠。

天赋幻境，兆年孕育。

暗河漂流，惊险刺激。

管轨滑道，激越航程。



江北溶洞，魅力所在。

山东地下大峡谷位于沂水县城西南8公里龙岗山下，是一座风
貌奇特的溶洞王国，洞体长度6100米，是江北第一长洞，中
国特大型著名溶洞之一。

特点：

一气势雄伟壮丽，峡谷深切近百米、两壁如削、宽处百余米、
窄处仅可容身，成具体而微之地下三峡。

洞内有一河、九泉、九宫、十二瀑、十二峡等景观100余处，
构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洞中峡谷雄奇画卷，令人叹为观止。

二 地下暗河漫长而曲折，水量充沛，四季长流，地下河瀑布
十分壮观，在我国北方溶洞内实属罕见。

三 利用暗河水势开发的1000米漂流项目，被上海大世界基尼
斯记录总部认证为“中国最长的溶洞漂流”项目。

漂流道的设计充分体现了溶洞内的幽深莫测，起伏高下，波
激浪涌，抑扬顿挫的特点。

将地下河漂流的原生野始，惊险刺激演绎的`淋漓尽致。

4 实习总结：

短短一天野外实习很快结束了，不过我们从中实在学到了不
少东西，在实习过程中能把所学的知识灵活的理解。

增加我们对工程地质学这门课程新的认识。

实际观察到各种地理特征。

本次实习令我们加深了对地质学的了解，更深刻认识到了学



习地质的意义，巩固了学习成果，体会到“学以致用”的道。

知识从感性认训升华到了理性认识，从抽象变得具体起来，
我学习到了很多书上没有的东西，了解了工程地质对实际工
程建设的重要性。

在这里深深的感谢老师在的认真指导。

在实习中学会了一定的观察地质地貌的方法要领和细节。

例如，出外实习要对考察对象做一定的了解，合理安排考察
路程和考察内容，注意研究的方法，一些考察的细节，充分
认识到地质地貌考察的必要性和艰苦性，激发了我们自己考
察地理和各地典型地质地貌的兴趣。

同时，懂得和组成员合作的重要性。

这些都将对我们日后的学习乃至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了让我们土木专业的学生多了解一些当前比较普遍的建筑
形式及建筑方法，磨练我们当代大学生的吃苦耐劳的毅力及
勤看、勤问，勤思，勤学的习惯，把我们从理论的殿堂带入
实践的前线，为了让我们下学期更好的学习专业知识，在小
学期学院组织我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五天的土木专业认识实习。

(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土木工程是一门大学问，有很多很多的
知识。

我还是个连土木工程门都没进的无知学生，要学的很多，要
做的很多，今后的时光应该是自己发奋读书的日子，是努力
求索的日子。

(二)从理论到实践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我们的第一天第一站一座拱桥的施工现场，谢老师
问：“这座桥的拱是双曲线，还是抛物线。”记得当时我的
大脑一片空白，我并不是不知道，但是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为什么呢?没有意识，没有将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去的意识。

以后，要多加努力，大学不是高中，要学真本事，能把课本
上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去，并有所创新，才能算是真正学会
了，才是真正的本事。

(三)要想学好，先要“三勤”。

在许多工地，特别是桥东开发区房建工地，工地技术人员等
给我们最多、最宝贵经验就是“三勤”，勤看、勤问、勤思。

对各工地、工程，要多留心看，施工技术、施工方法、施工
管理等要多留心看，另外，就是对于专业书籍等要多看;对发
现的问题和不太清楚的地方要多问，问技术人员，问工人师
傅，总之，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问题解决好，搞清楚;对于
任何问题、任何方法等，都要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不要把
问题留给别人去解决，不要简单的照搬别人的方法，思考是
进步的捷径。

(四)学真本事，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这次老师和工地技术人员，让我记忆最深的话就是“学真本
事，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不要死钻课本，但也不要脱离课本，联系实际，要把本事真
正学到手，学过的就要能用的上，能在将来的岗位上，施展
自己的本领。

(五)搞工程要能吃苦,要有耐力.



实习是每一个学生必须拥有的一段经历，它使我们在实践中
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巩固知识;实习又是对每一位大学毕业生
专业知识的一种检验，它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
学不到的知识,既开阔了视野，又增长了见识，为我们以后进
一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我们走向工作岗位的第
一步。

于是今年暑假学我来到了平煤地质工程勘探处勘探一队二号
机进行了为期一月的实习。

在钻探队实习了一月，其中可以说是苦中有甜，累中有乐，
对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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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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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队领导的人文关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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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全生产

都说安全是天，可以前也并没有怎么在意，在实习期间才深
刻的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意义。

在这里领导和工人都严格的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
全生产方针。

新工人来的第一课就是安全教育，我来的时候就首先的让我
学习了安全生产的法规。



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三不伤害”;同时也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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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业务和技能

这次我们打的是水文观测孔，通过自己的实际操作，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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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自己的业务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高。

同时也增强了自己动手操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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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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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了增强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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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应该如何跟和同事交流和相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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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