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然地理野外实践报告 自然地理野
外实习报告(汇总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报告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自然地理野外实践报告篇一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基本的
野外调查工作方法和一些简单的技能。

2、通过野外实习，了解调查地区气候、地貌、母质等成土因
素的特点及其和土壤发生的关系。

3、通过对土壤的观察和采集，掌握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发生演
变和分布规律，学会土壤剖面点的选择和修整、土壤剖面层
次划分，形态描述和记录。

4、了解人类活动对土壤形成和变化的影响。

地点：浙江省杭州地区

时间：20xx年8月27日20xx年9月2日

杭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州湾西端，钱塘江下游，京杭
大运河南端，是长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国东南部交通
枢纽。杭州市区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0°16'、东经120°12'。
杭州西北部和西南部系浙西中山丘陵区;东北部和东南部属浙
北平原，河网密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的一部分。全市丘陵
山地占总面积的65.6%，平原占26.4%，江、河、湖、荡、水
库占8%。



杭州地区处于中北亚热带过渡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区。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
气温16.2℃，夏季平均气温28.6℃，冬季平均气温3.8℃。无
霜期230-260天。年平均降雨量1435毫米，平均相对湿度
为76%。

杭州地区大地构造处于扬子准地台钱塘台褶带，中元古代以
后，地层发育齐全，岩浆作用频繁，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
件较好。近期由于现代构造运动趋向缓和，地震活动显得微
弱，地壳相当稳定。区内地层出露和岩石种类组成较齐全，
地质构造复杂而地貌类型多样，有火山熔岩地貌、构造地貌、
岩溶地貌、流水地貌等等，地表起伏变化大，山、丘、岗、
沟和平原组合，更添人类文化(特别是杭州城市文化)因素影
响之叠加。由于以上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的作用，使杭州
市域土壤、植被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和区域性的特点。

上述各内在因素(20xx医药公司出库员实习报告)(包括岩石、
构造、地貌、气候、土壤、植被和人类文化等)及其彼此间的
共同作用，铸就了杭州地域综合体系统(包括杭州自然地理综
合体系统)

实习时间

20xx.8.28

20xx.8.29

20xx.9.1

自然地理野外实践报告篇二

习报告

姓 名： 王士华 专 业： 地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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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地理学是地理专业中的主干课程之一，它是一门实践性、
区域性、地方性很强的科学，并在国民经济与生产建设中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自然地理学研究的许多内容、资料、许多
程序、环节、许多方法、手段，需要进行大量地实地调查、
考证和分析。在教学实践中，自然地理学教学离不开实践教
学这一重要环节。自然地理实践教学既是自然地理教学内容
的基本组成部分，又是开展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和
建立自然地理时、空方面的思维等方面的重要途径与手段。
其目的是通过野外实习与实践活动，验证、落实课堂和书本
上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扩展学生的实践科学能力和整体素
质，让学生初步掌握野外调察和研究的方法。为了更好地加
强实践性教学环节，配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教学，以及适应
省级试点课程“自然地理学”教学改革的需要，结合我院21
世纪教改项目“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方式及其考核指标体系研



究”，根据地理学科特征和教学的具体要求在野外实践。

一、 实习目的

实习目的是对野外教学工作的总的目标和具体任务的叙述。
自然地理野外实习的目标是要使我们得到综合的自然地理野
外训练。实习内容包括了地质、地貌、土壤、植物、水文，
以及相关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使我们在较短的实习时间
内，能够接触比较多的和比较典型的自然地理内容，加深对
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野外教学突出
实践教学的特点，尤其是野外调查的方法和步骤。

野外工作方法中，包括地形图的判读，地质罗盘的作用及地
质测量，地质地貌现象、植物等的观察与描述，上述这些方
法与野外技能的训练对我们从事该专业的工作将奠定良好的
野外工作基础。

二、实习时间

20__年__月__日至20__年__月__日

三、 实习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按实习的先后顺序，实习的地点依次为：口
镇、冶峪河;乾县大北沟、水土保持所;张家山、泾惠渠;咸阳
博物馆;南五台;秦始皇兵马俑，大雁塔等。

四、实习工具

罗盘，卷尺，gps，地质锤，植物标本夹等。

四、 实习区自然地理概况

约160～490公里。全省纵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是第二亚



欧大陆桥亚洲段的中心和中国西北、西南、华北、华中之间
的门户，周边与山西、河南、湖北、四川、重庆、甘肃、宁
夏、内蒙古8个省、市、区接壤，是国内邻接省区数量最多的
省份，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之便。总面积20.58万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3762万人(20__年)，汉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99.4%以上，境内还有回族、满族、蒙古族等。 陕西境
内主要河流有黄河、渭河、汉江等。北山山脉、南山山脉(即
秦岭)横断陕西，将全省分为三部分。境内最高峰为秦岭主峰
太白山，秦岭的华山、终南山、骊山、五台山(南五台)、翠
华山都久负盛名。境内第一大淡水湖为红碱淖。 当今的陕西
犹如镶嵌在中国内陆腹地的一颗明珠，地处东经105°29′
至110°15′、北纬31°42′至39°35′之间，地域南北长、
东西窄，南北长约880公里，东西宽约160～490公里。全省纵
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是第二亚欧大陆桥亚洲段的中心和
中国西北、西南、华北、华中之间的门户，周边与山西、河
南、湖北、四川、重庆、甘肃、宁夏、内蒙古8个省、市、区
接壤，是国内邻接省区数量最多的省份，具有承东启西、连
接南北的区位之便。总面积20.5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为3762万人(20__年)，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4%以上，境内
还有回族、满族、蒙古族等。

自然地理野外实践报告篇三

山地土壤相对于关中平原地区的土壤具有腐殖质丰富，胡敏
素和腐殖酸含量相当，富里酸胡敏酸的特点。除部分坡耕地
外，腐殖酸均以活性部分为主，其中胡敏酸的游离度很低，
富旦酸的则较高。随海拔升高，土壤腐殖质含量增加，胡敏
素比例下降，腐殖酸特别是活性部分明显提高;同一剖面自上
而下游离腐殖酸逐渐增多。下层与上层、结合态与游离态、
耕地和针叶林与灌丛草甸相比，腐殖酸的芳化度增高。形成
这种特征的原因为随着山地海拔增高，气温下降明显，山地
湿度较关中平原湿度大，并且受植被覆盖率高的影响，造成
大量枯枝落叶不能彻底分解，生成大量腐殖质。



山地水文特征及堰塞湖的形成机制

本区域水系属渭河水系，径流量以大气降水、山泉水补给为
主。翠华山下的峪，称为“太峪”，一条“太河”水系，从
终南山奔涌而出。其中堰塞湖是被山崩塌陷的巨石堆阻挡所
形成。

“堰塞湖”临近翠华山顶，称为“天池”，或“太乙
池”、“翠华湖”，水域面积13.8公顷，平均水深7米，是秦
岭北坡72峪中，仅存的一处堰塞湖。每年夏季，这里湖光山
色，风和日丽，游人们垂钓、划船，尽情享受山野清风。而
一到冬季，“天池”被冻成一面宝镜，将阳光反射在融雪峭
壁上，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等。此湖有“秦岭明珠”之称，为秦岭72峪唯一一处堰塞湖，
烟波浩渺，云蒸霞蔚，蔚为壮观。山崩巨石与天池湖光相融，
碧峰绿水，奇石异洞，构成一幅人间仙境。当地群众称其
为“天池”、“水湫池”、“翠华湖”、“太乙池”等。在
太乙河上游源头，还有一个堰塞湖—甘湫池。甘湫池位于甘
湫峰下，面积0.2平方公里，由于水源不足，池水严重渗透，
现已成干涸之湖，故名甘湫池。甘湫池一带山崩堆积物规模
更大，山崩堆积体厚达500多米。据初步测算，整个翠华山山
崩堆积物总体积达3亿立方米，山崩遗迹分布范围约5.2平方
公里;目前初步开发范围1.5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天池周围。

总结

通过本次实习，使我将书本所学到理论知识与野外实践操作
相结合了起来，再次熟悉地质罗盘仪的使用方法，并实地操
作了测量岩石走向、倾向、倾角。同时，在行进的途中，利
用手持gps体验了科技的现实运用，增加了实习的乐趣。同学
家的互帮互助，增加了班级的凝聚力，是相互间更加团结，
虽然野外实习很累，但也乐在其中，收获了许多。



自然地理野外实践报告篇四

同学们：

自然地理综合野外实习报告提纲

序言

一、实习区地理位置

三、队伍组成：指导教师及实习班级

第一节

峨眉山地质

一、实习区地质概况

2、地层、构造、矿产发肓概况 二、地层

1、侵入岩

分布范围、围岩、侵入接触关系（素描图）、岩性描述、年
龄、产状等 2、喷出岩

分布范围、围岩、侵入接触关系（素描图）、岩性描述、年
龄、产状等 四、构造

概述（总体构造情况、即主次构造及其空间位置）

1、褶皱构造

1）峨眉山大背斜

轴向、核部及两翼物质组成和产状变化（附图）、说明褶皱



性质 2）挖断山背斜

1）峨眉山大断裂

分布、走向、倾向、性质、规模 2）观心坡断层

分布、走向、倾向、性质、规模 3）挖断山断层

分布、走向、倾向、性质、规模

第二节 峨眉山地貌

一、构造地貌

1、盆地、断块山（丘陵、低山、中山）的分面范围、形态及
其变化

2、地质构造地貌（断层崖、单面山）二、流水地貌

1、河流上、中、下游形态特征。 2、河谷形态与岩性关系；
（v字型河谷、峡

谷—一线天，u型谷、河流裂点，浅滩，深槽，岩槛）

3、河漫滩的特征（结构、物质组成、素描

图）

4、河流阶地地组成、性质、级序确定并附

河谷剖面示意图，5、探讨峨眉山地区新构造 运动和峨眉山

多级夷平面、河流阶地形成过程及其关系（如阶地上的物质
组成与新构造运动、河流下切深度关系）。



1、位置及所处地层位、岩性和分布规律 2、各种岩溶地貌的
特点

3、岩溶地貌与峨眉山地区新构造 运动和

峨眉山多级夷平面、河流阶地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四、重力地貌

位置、类型、特点及形成过程 五、综述

2、峨眉山地区地质地貌发展演化史

第三节

峨眉山水文

一、降水特征

二、蒸发与温度、湿度、风力关系及在峨眉山各区地带发肓
和年内变化状况

三、地表径流特征（如洪、枯、平水）、类型，补给来源
（与下垫面风化残积物、植被有关）年内变化、空间分布及
人类活动对其影响。

五、地下水的特征、类型、分布及与地表径流的关系

六、实习区水资源的利用状况（山区小型水库，附素描图）

峨眉山地区水循环与生态平衡的关系

七、都江堰水利工程 1、都江堰概况

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状况、修建历史及其伟大功绩



2、都江堰水利工程如何进行水资源的调配及其经久不衰的原
因

第四节

峨眉山的气候

峨眉山的基带气候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由于山体高
大，垂直分异明显，所以，气候要素及气候类型具有鲜明的
垂直分异规律。

一、气候要素的垂直分异特点 1、气温

气温的垂直递减率0.55℃/100m；

位居青藏高原东缘，秦岭、大巴山之南，夏季易受东南季风
影响，潮湿气流沿山体抬升，易于成云致雨，加之西南季风
的影响和复杂的山地地形，因而是我国内陆地区井水最多的
地区之一。

降水递增率：14.4mm/100m，其中海拔1200m一下，降水递
增率最大，可达到49.6mm/100m。

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400~1000m，年均温15~18，年降
水1500~2000mm。云雾多，日照少，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干湿季节不明显。

山地常绿阔叶与落叶林气候：1000~1500，年均温8~15，年降
水2000mm。阴凉、潮湿，多雨雾，湿度大。

山地落叶阔叶林气候：东南坡：1500~2100m，东北
坡：1500~1900m，年均温5~11，年降水2000~2500mm，气
温更凉爽，雨量充沛。山地针叶林气候：2100~2900m，年均
温4~8，降水量2500mm以上，气温冷凉，多云雾，降水丰富，



夏季短促。

山地草甸气候：2900m以上，年均温3，降水量1900mm左右，
热量不足，冬季寒长，风力强劲，辐射较大。

第五节

峨眉山的土壤

土壤是成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本区，地形因素是所有
成土因素中的主导因素。一、土壤的垂直分布规律：

黄壤、黄棕壤、棕壤、暗棕壤、山地草甸土 二、峨眉山的非
地带性土壤： 紫色土、冲积土（草甸土）、及水稻土三种类
型。

分别说明以上各类土壤在峨眉山的地理分布、成土母质、气
候特点、植被类型、最主要的成土过程及目前的利用特点。

2 第六节

本区的地带性植被应为常绿阔叶林。

4、绘制龙门洞河谷生态序列图，说明植物或植被的分布与环
境条件的关系

在龙门洞河谷西南交大镜泊山到刘坪的剖面示意图上，表示
出不同地形部位的土壤、母质、地形、主要植物及植被，反
映植物、植被的分布与生态环境条件的关系。

第七节

峨眉山的旅游资源（也可以包含乐山、都江堰地区）

一、旅游资源的类型



1、自然旅游资源：山岳风光、水体水景、地质遗迹、植物景
观、动物景观、气象风光等

1、雄、奇、险、秀。雄：雄伟、高大，从

5、区位条件优越，开发利用程度高 三、景区的评价

为一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度假休闲为一体的综合型风景名
胜区；景区旅游设施齐全，旅游环境质量好，交通便捷，可
进入性高，空气清新，污染少，景区规划合理，游览标识准
确，通信条件好；景区服务工作质量高。

实习结语：

本次实习的主要收获、感想；对实习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现状、水平的认识；对本次实习效果的客观评价；实习内容
与有关专业课程继续学习提高的关系；实习对地理技能培养
的评价；实习对从事地理研究和中学地理教学的作用；对实
习进程安排的建议等。

自然地理野外实践报告篇五

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自然地理学是
一门综合性、地域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野外实习，把我
们的理论学问和实践相结合，提高了我们的综合分析力量，
提高了地理综合素养，为今后从事中学地理教学和地理科学
讨论打好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习的主要目的详细
为：

1.印证课堂上学习的本专业的基本学问，培育并提高同学对
自然现象观看和独立讨论的力量以及专业理论和方法进行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力量。

2.收集第一手资料，为解释相关现象和自然演化规律、了解



实习地的地质地貌演化过程。

3.发觉问题，培育并激发爱好点，培育科学探究精神。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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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握地质野外工作的
一般方法，把握地貌、土壤等野外考察方法。培育同学独立
工作力量，为将来教学和进行乡土地理调查打下基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一）实习任务

获得地球各圈层运动造成的地质、地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
常见现象的感性熟悉；学习最基本的野外工作方法；培育野
外观看和分析的力量；培育团队精神和独立思索等科学素养；
体验野外生活；训练对野外的适应性；增加对地球科学的了
解。

（二）实习要求

1.实习前要熟识了解实习内容和实习区域状况，做好相关学
问预备

2.实习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团结互助，留意平安

3.实习时要仔细听讲，勤于观看分析，作好实习笔记

4、实习结束后每位同学要结合专业学问和自身体会，提交实
习报告。

5.实习后要把学习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种学习理念贯穿
到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时间：8月29日—9月3日



路线地点：幕府山——燕子矶

汤泉湖——阳山碑材

火石峰——棒槌山

黄山

六合方山南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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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带有温度。

南京地质地貌概况

从南京向东到镇江再折向南东东抵武进县境孟河一带，绵延
了一列丘陵、低山，称为宁镇山脉。它全长约100余公里，标
高一般为100——200米，少数山峰超过300米。如钟山、孔山
等。这里地层出露齐全，构造变形程度中等，构造现象清晰
典型，岩浆岩、火山岩类众多且出露广泛。

实习路线一：幕府山——燕子矶

实习内容：

1.观看沿江南岸呈直线状延长的悬崖峭壁，断层三角面地貌
及断层崖壁上的擦痕，构造岩等特征。

2.观看幕府山小背斜。

3.观看燕子矶地貌特征。

4.观看白垩纪上统浦口组岩性特征。



5.观看生物风化和化学风化现象。

幕府山地区位于南京北郊，频临长江，本区发育有自震旦系
上统至下中三叠统地层。

地层：

1.震旦系灯影组。灰，浅灰，灰白色中厚层状白云岩，泥质
白云岩，产有藻类化石、

2.寒武纪下统幕府山组。岩性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为浅灰，
灰白色硅质页岩，黑色含碳质页岩为主，夹有石煤层；上部
以浅灰，粉红及黄褐色中厚层白云岩和白云质灰岩为主。

3.白垩纪上统浦口组。为棕红色，灰红色砂砾岩夹棕红色粉
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

实习路线二：汤泉湖——阳山碑材

实习内容：

1.观看本区志留系，泥盆系岩性及其特征，并依据

岩性特征及其所含古生物化石分析古地理沉积环境。

2.观看大石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碑断层。

3.观看大石碑四周的地貌，分析其与构造，地层之间的关系。

地层：



1.奥陶系

下奥陶统——昆山组

主要岩性：上部为浅灰色中厚层灰岩，夹薄层灰岩，中部为
深灰至灰黑色厚层生物碎屑灰岩，夹少量球粒灰岩，有时含
少量石条带或结核，下部为灰至浅灰色厚层灰质白云岩，与
灰质互层，局部含石结核。在此地区溶洞较为发育，侵蚀严
峻。如燕子矶三台洞。三台洞同燕子矶四周沿江的头台洞，
二台洞一样，发育在震旦系灯影组白云质灰岩中，溶洞大致
分为三层，是地下水溶蚀的结果。

2.志留系

1.上中志留系——坟头群

主要岩性：灰黄、褐黄色粉砂岩、砂质页岩及砂岩，岩相为
海相，主要在汤山地区。泥盆系

上泥盆统——五通组

岩性：上部为黄褐色薄层细粒砂岩，夹粉砂岩，有时还夹白
色粘土岩，局部含煤线。中部灰白色厚层石英砂岩，下部为
灰白色粗粒含砾石英砂岩。代表地区汤山北坡。从这里还可
以看到五通组的中上部。中部为细粒石英砂岩，上部石英砂
岩夹页岩。该地区主要以石英砂岩为主。

3.石炭系

下石炭统——高骊山组

岩性：杂色砂页岩及泥岩。层面波纹构造。海陆过渡相，主
要在汤山北坡。

中石炭纪——黄龙组



岩性：浅灰略带肉红色的纯质灰岩。岩层致密，底部为浅灰
色白

让知识带有温度。

云岩，含肉红色结核。主要在汤山北坡背斜倾伏端下山处。

4.二叠系

下二叠统——栖霞组

实习路线三：火石峰——棒槌山

实习内容：

1.观看本区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岩性特征，依据其岩性
特征等分析其古地理沉积环境。

2.观看火石峰背斜，测量各要素产状。

3.观看棒槌山三叠系青龙群地层及岩性。

地层：

1.泥盆系上统五通组

下段：灰黄，灰白色厚层粗粒石英砂岩，石英岩状砂岩夹绿
色页岩。上段：灰白，灰黄，灰黑色石英细砂岩，页岩，泥
质粉砂岩夹黏土岩，含铁砂岩，炭质泥岩。

2.石炭系下统金陵组

岩性比较稳定，下部为黄褐色铁质粉砂岩，含铁石英砂岩，
页岩：上部为灰黑色结晶灰岩，含白云质岩和泥质灰岩。含
珊瑚和腕足类化石。



3.三叠系下统下青龙组

下部为灰黄，黄绿色薄-中薄层钙质泥岩，泥岩与泥灰岩，泥
质灰岩互层。上部为灰黄，灰色泥质灰岩，灰岩与钙质泥岩，
泥岩互层，夹泥灰岩。

4.上二叠统

-龙潭组

岩性：灰黄色粉砂岩，砂质页岩夹炭质页岩及煤层，底部有
一层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厚约20米的长石石英砂岩。如棒槌山东北部。

从地质构造来看，汤山位于汤仑复背斜的中段，为一穹状短
轴背斜。核部由寒武纪和奥陶纪地层构成，北翼由上奥陶统-
中三叠统地层构成，岩层较陡或倒转，并发育次级褶皱；南
翼不完整，仅有奥陶系及志留系底部地层出露，产状相对平
缓。

岩性和地质构造对汤山地区的地貌发育起着主控作用，汤山
地区地层岩性分可溶岩和非可溶岩两大类。可溶岩主要为寒
武系和奥陶系的碳酸盐，种类主要有石灰岩，白云岩，灰质
白云岩和白云质灰岩。非可溶岩分布在汤山外围，主要为志
留系，泥盆系和白垩系的沉积岩，有泥岩，粉砂岩和砂岩等。

实习地点四：黄山【地质地貌】

黄山经受了漫长的造山运动和地壳抬升，以及冰川的洗礼和
自然风化作用，才形成其特有的峰林结构。黄山群峰林立，
素有“三峰，三十六小峰”之称，主峰莲花峰海拔高达1864



米，与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一起，雄居在景区中心，
四周还有77座千米以上的山峰，群峰叠翠，有机地组合成一
幅有节奏旋律的、波澜壮阔、气概磅横的立体画面。

黄山山体主要由燕山期花岗岩构成，垂直节理发育，侵蚀切
割剧烈，断裂和裂隙纵横交叉，长期受水溶蚀，形成瑰丽多
姿的花岗岩地窖与孔道，使之重岭峡谷，关口到处。前山岩
体节理稀疏，岩石多球状风化，山体浑厚壮丽；后山岩体节
理密集，多是垂直状风化，山体峻峭，形成了“前山宏伟，
后山秀丽”的地貌特征。

黄山有丰富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主要分布在前山的东南部，
典型的冰川地貌有：苦竹溪、逍遥溪为冰川移动创蚀而成
的“u”形谷；眉毛峰、鲫鱼背等处是两条“v”形谷和刨蚀蚀残
留的刀脊；天都峰顶是三面冰斗刨蚀遗留下来的角峰；百丈
泉、人字瀑为冰川谷和冰川支谷相汇成的冰川悬谷；逍遥溪
到汤口、乌泥关、黄狮垱等河床阶地中，分布着冰川搬运积
累的冰碛石；传为轩辕黄帝炼丹用的“丹井”、“药臼”，
也是由冰川作用形成的冰臼。

让知识带有温度。

黄山岩浆岩、地貌特征

岩浆作用及岩浆岩

黄山的岩浆岩分布很广，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发生很多岩
浆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喷出活动和侵入活动。不同时期的
岩浆岩成分不同，加上产状各异，使其岩浆岩不论从化学成
分到矿物组成上，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岩
浆岩。

1、侵入岩



依据岩体的接触关系、地质构造对岩浆岩的掌握因素、岩体
的变质程度等可将北京地区的岩浆侵入活动分为以下几个时
期：

（1）早元古代

本期的侵入岩主要为超基性岩类和变质基性岩类。

超基性岩类中包括橄榄岩和辉石岩，多呈北东向小型岩体沿
断裂带活片麻理侵入太古代的片麻岩中。

（2）中、晚元古代

本期的岩浆活动有侵入和喷出两类。侵入岩体只发觉有斜长
环斑花岗岩体、四合村辉岩和红石湾辉石岩等。

斜长石斑花岗岩体沿东西向基底断裂侵入密云群沙厂组的.片
麻岩中，与片麻理斜切。岩体东西向延长，为一北陡南缓，
向南倾斜的不对陈岩脊。岩石的特点是具似斑状结构，钾长
石斑晶为卵形，外面包围一圈更长石或中长石。岩体内有棱
角状片岩捕虏体。岩体被三次侵入。第一次是斜长环斑角闪
黑云母花岗岩，分布于岩体的西部，岩石呈灰色或暗灰色。
其次次是斜长环斑黑云母花岗岩，为岩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岩石呈红色。第三次是中粒黑云母花岗岩，呈红色；中粒二
云母花岗岩，呈米黄色；细粒花岗岩，呈浅色。

四合村辉石岩体：呈脉状侵入太古代密云群大漕组花岗片麻
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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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岩体主要由二辉岩和橄榄岩两个岩相带组成，但分异不好。



岩石蚀变类型主要有蛇纹石化、滑石、蛭石化和绿泥石化等。

红石湾辉岩体侵入于太古代角闪斜长片麻岩及花岗质片麻岩
中的超基性岩体。岩体可分为角闪单斜辉石岩、角闪二辉岩、
角闪斜方辉石岩及橄榄辉石岩四个岩相。

2、喷出岩

（1）元古代的喷发岩体

属中、酸性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呈古火山颈相及海底喷
发组产出，以火山角砾岩、安山岩及凝灰岩为主。

（2）早侏罗世南大岭组玄武岩

是一套经多次喷溢活动形成的玄武质熔岩流。每一喷发层厚
度5米至15米不等，但都有底部小杏仁构造带、中部致密块状
带和顶部大杏仁构造带等，杏仁体主要为石英、玉髓、方斛
石、蛋白石、绿帘石等。柱状节理发育，球状风化明显。

（3）中侏罗世髫髻山组火山岩

本组由一套酸性、中性及偏酸性岩类组成，主要以流纹岩、
英安岩及粗面岩为主，并形成相应成分的火山角砾岩和凝灰
岩。

实习地点五：六合方山南采场

实习内容：

让知识带有温度。

分析，推断当时的沉积环境。

2.观看地层产状和层理类型。



3.观看六合组与方山组玄武岩之间的接触关系。

1）六合组岩性：下部为棕黄色，灰黄色砾卵石，含砂砾卵石，
夹含砾细砂扁豆体。中部为棕黄，灰黄色含砂砾石，含砾细
砂，细砂等呈韵律互层，交叉层，为=微节理发育。上部为细
粉砂，粉砂质泥岩，含砂量不匀称。顶部为砖红色含粉砂泥
岩。

2）尖山玄武岩组该组下部为灰黑色致密块状橄榄玄武岩，斑
状结构，裂隙发育。上部为褐灰色玄武质角砾溶岩与灰黑色
橄榄岩互层。

通过这次实习我获得了对基本地质现象的感性熟悉，其中包
含对三大类岩石的肉眼鉴定，熟悉地层剖面，识别主要化石，
判识基本的褶皱和断裂构造，了解重要的内动力地质现象，
加之老师的讲解，我把书本所学学问很好的和实际相结合。
同时我学会了使用罗盘测量产状，测量岩石的倾向，走向和
倾角。以及如何推断地层褶皱断层，进行基本的地质观看，
锻炼收集资料和采集必要标本食物的技能。现在我对地质工
作的内容和性质有初步的了解，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地理
学的爱好，巩固了专业思想。为后续学习奠定了基础。

另外实习时，我们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关心，合理分工，增进
了友情，增加了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