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实训报告(模板7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
哟!

地质实训报告篇一

根据工作的目的和重点不同，报告的内容也有所侧重。实习
报告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

主要说明实习的时间、地点、目的、任务及路线安排，实习
队的`组成，工作的方法，工作量以及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1。实习区的范围、地理位置、交通概况等，最好附上“工区
位置图”。

2。实习区的区域地质概况

3。实习区自然地理概况，如地形、地貌、河流、气候等概况。

4。实习区社会经济概况。

实习区的地层层序、时代、接触关系、厚度及分布状况。按
照地层的新老关系，由老至新叙述各个时代地层的岩石组合
特征、古生物特征、沉积特征、分布和出露情况、接触关系、
厚度、地貌特征及特殊的识别标志。

叙述实习区出现的岩石类型，详细描述其特征。可按沉积岩、
岩浆岩、变质岩的顺序分别叙述，要说明成分、结构、构造、
产状、成因、时代等。



1。地壳运动及地质构造

概述实习区的大地构造位置、基本的构造格局、地壳运动、
具体构造的类型和特征。对褶皱构造与断裂构造分别进行详
细描述，并应附有素描图、构造剖面图等。

褶皱构造要描述构造的位置、范围、规模、长轴方向，核部
的地层时代、岩性，两翼的地层时代、岩性、层序，两翼岩
层的产状，轴面和枢纽的产状，最后确定褶皱的类型、褶皱
的形成时期及形成机制。

断裂构造要描述断层的位置、方向、规模，断层面产状及形
态变化，断层面、断层带的特征如擦痕、断层泥、断层角砾、
断层崖等，断层两盘的地层时代、岩性，两盘岩层的产状，
地层的牵引现象，伴生节理及构造岩等。

2。岩浆作用

按岩浆作用时代、作用方式及产状等进行描述。分析柳江向
斜的形成与岩浆作用的关系。

3。变质作用

按变质作用方式分别进行描述。

1。风化作用

风化作用的类型、方式、产物及特征。

2。河流地质作用

描述河流的侵蚀作用、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特征。

3。海洋地质作用



描述海洋的侵蚀作用、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三角洲的形成
及沉积特征

4。内动力地质作用与外动力地质作用的关系

内动力地质作用与外动力地质作用的辩证关系

简述实习区内所出现的各种主要矿产资源，说明每一种矿产
的赋存层位、规模、找矿标志、矿物组合和矿产应用等。

根据实习区的地层、岩石、地质构造、岩浆及火山活动资料，
综合分析本区的地质发展历史。从古到今按地质时代连续论
述各时期发生的地质事件，包括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
沉积演化、构造演化、岩浆活动、地壳运动等。

概括性地总结野外实习的主要成果，自己的收获和体会；野
外实习方法上有哪些提高；哪一部分实习收获最大；野外实
习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将来参加工作的意义，实习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

地质实训报告篇二

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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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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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的基础。

理解基本的地址概念，了解基本知识，学会基本技能。透过
简短的野外地址实习，巩固学过的《工程地质》资料，加深
对课程有关资料的理解；此外，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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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观念，
掌握实地操作技能和编写实习报告的潜力，总结此次实习与
我们所学专业的联系。

xx火山口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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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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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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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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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作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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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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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了高高的台地，经长时间风化剥蚀，构成了自然景观，
人们称之为"石楼"。

山旺组地层中的化石，构成于距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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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是山旺山东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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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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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特大型溶洞之一。洞穴沿290—320度方向延伸，由一条西
北/东南走向的巨大喀斯特裂隙发育而成，构成于约0、65亿
年至2、3亿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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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相关
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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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一天野外实习很快结束了，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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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学习地质的好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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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深深的感谢老师在的认真指
导。在实习中学会了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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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的了解，合理安排考察
路程和考察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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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
的作用。

地质实训报告篇三

本站发布20xx地质实习报告，更多20xx地质实习报告相关信
息请访问本站实习报告频道。

地质实习报告是对实习中见到的各种地质现象加以综合、分
析和概括，用简练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写实习报告是对实
习内容的系统化、巩固和提高的过程，是写地质报告的入门
尝试，是进行地质思维的训练。报告要求以野外收集的地质
素材为依据，报告要有鲜明的主题，确切的依据，严密的逻
辑性，报告要简明扼要，图文并茂。报告必须是通过自己的
组织加工写出来的，切勿照抄书本。

报告章节如下：

第一章绪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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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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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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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剖面图、素描图)。

第四章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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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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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素描图、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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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地质发展阶段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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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阶段。每阶段有那些事
件和特征。

第六章其它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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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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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实训报告篇四

       根据教学安排，我们水利水电工程5班进行了
为期5天的西陵峡地质实习，通过野外实习，进一步加固和加
深课堂多学过的理论知识，培养出用工程地质观点分析实际
问题和观察能力，在实习中，观察分析褶皱、断裂特征，学
回了辨认分析河流地质作用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工程
地质的地位以及与工程建设紧密结合的治学思想。
同时，这次实习也是对我个人的'一次挑战，从来没有爬过山
的我，这次对我个人的意志品质是一次考验，我得到了一次
良好的锻炼。

一、实习全过程

日期：2002.12.2 天气：阴转小雨
观测路线：宜昌三峡大学 ——新滩沿途
今天早上8点从校区出发，一路风光无限好，沿途观察了我们
关心的黄陵褶皱的一部分，并且看见了三峡沿岸规模最大的
一阶阶地（基座阶地）。中午到达岩崩研究所，下午步行参
观著名的新滩滑坡。新滩滑坡发生于1985年，滑坡将原新滩
镇毁掉。
我们今天的实习任务是了解滑坡的类型与形成机理，观察滑
坡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熟悉使用罗盘仪测量岩层产状（走
向、倾向、倾角）

地质实训报告篇五

班级： 姓名：

学号：时间：

一、序言



1、实习时间：xxxx、实习地点:

延庆硅化木地质公园（10月22日）

碓石口-碓臼峪（10月23日） 中国地质博物馆（10月25日）

3、自然地理概况： （1）延庆硅化木地质公园

。

（2）碓石口-碓臼峪

该区域有很多震旦系硅质灰岩、石英砂岩，太古片麻岩，燕
山期花岗岩。能看到不同时代岩层的接触关系以及燕山复背
斜南翼单斜构造。

4.实习仪器及调查方法：

（1）实习仪器: 地质罗盘仪、地质锤、放大镜、卷尺、标本
袋、照相机、地形图、记录本、铅笔等 （2）调查方法：

a、岩性和构造的观察方法

选择地质露头作为观测点：自然露头和人工露头 a岩性观察
内容 沉积岩-

构造：层理、波痕、结核、化石 岩浆岩-

层理构造：注意区分层面和节理面 褶皱构造：观察褶曲类型
断裂构造：断层和节理 b、地质露头的测量方法 产状的测量
注意事项：

a.查明所测的层面是岩层上层面还是下层面，二者倾向差180
度



b.所测层面应能代表整个岩层的产状

c.测量倾角时，一定要测量层面与水平面的最大夹角。

c.松散沉积物的调查方法

各点观测记录：顺序编号、地形图上坐标、方位、露头或剖
面的性质、岩性、构造、产状、厚度、接触关系，地貌调查
的.主要内容等. 5.基础资料：

附表1 第四纪沉积物鉴别标志

附表2 岩浆岩和沉积岩的分类

地质实训报告篇六

本站发布地质实习报告，更多地质实习报告相关信息请访问
本站实习报告频道。

地质实习报告是对实习中见到的各种地质现象加以综合、分
析和概括，用简练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写实习报告是对实
习内容的系统化、巩固和提高的过程，是写地质报告的入门
尝试，是进行地质思维的训练。报告要求以野外收集的地质
素材为依据，报告要有鲜明的主题，确切的依据，严密的逻
辑性，报告要简明扼要，图文并茂。报告必须是通过自己的
组织加工写出来的，切勿照抄书本。

报告章节如下：

第一章绪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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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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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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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剖面图、素描图)。

第四章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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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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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素描图、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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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地质发展阶段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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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阶段。每阶段有那些事
件和特征。

第六章其它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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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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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实训报告篇七

金秋十月，我们08级地理班踏上了实习的路程。此次实习对
我们来说算是第一次真正的野外考察活动，一路上同学们都
是十分的激动，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在大巴车上左望望
右瞅瞅。班里的同学有许多像我一样是这么近的、清晰地接
触到山地和丘陵的胜景，个个喜不自胜。而一些从山区走出
来的同学也是一个个想回到了家乡一样高兴，为一些同学诉
说着各种美景，而同时，我们的老师也在让我们认识各种岩
石、矿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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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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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自然风光秀丽多姿，名胜古迹闻名遐迩，素有“太行
天然公园”之称的林滤山风景名胜区、龙头山风景名胜区
和“人工天河”——红旗渠、国家级森林公园——五龙洞，
以其独特的雄、险、奇、秀、幽令中外游客留连忘返。王相
岩、惠明寺等文物古迹更引发华夏子孙的悠悠情思。“亚洲
第一|世界一流”的林滤山国际滑翔基地，吸引中外滑翔运动
健儿来此大展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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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