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然地理学实践报告(通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报告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
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自然地理学实践报告篇一

一 实习目的：

(1)掌握野外实习观察的一般方法，观察描述实习地区常见的
地质地貌、岩石解理等特征。

(2)能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一些地质现象，并分析其产生的
原因。如：堰塞湖、崩塌等地质现象的分析。

(3)通过实习，培养直接观察和了解一些野外地理现象的能力，
增加感性认识，扩大视野，培养提高观察能力、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互帮互助的团队合作意识。

二 实习地点：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

三 实习地区简介：

翠华山位于西安市以南23公里处的秦岭北脉(长安区太乙宫
镇)，秀美的湖光山色和其国内罕见的山崩地貌使翠华山
以“终南独秀”和“中国地质地貌博物馆”著称。翠华山旅
游景区由碧山湖景区，天池景区和山崩石海景区三部分组成。
翠华山高峰环列，峭壁耸立，险不可攀，中有一天然水池，称



“天池”，又称“太乙池”或“龙移湫”，池水面积约5万平
方米。 这块终南山的游览胜地上，汉唐两代曾建过太乙宫和
翠微宫，是历代帝王祭祀神仙和游乐避暑之所。翠华山山清
水秀，景色如画，最引人入胜的是峰顶的湫池。湫池群山环
峙，碧波荡漾，清明如镜，纤尘不染。池南的太乙殿，是旧
时遇旱祈雨之所。更有吕公洞、黄龙洞，池北的冰洞、风洞、
八仙洞等颇有盛名。冰洞在盛夏仍坚冰垂凌，风洞则四季寒
风飕飕砭人肌骨。冰洞东南有飞流直下的瀑布，形容壮观。
湫池周围古代曾建许多庙宇，诸如老君庵、圣母行宫等。位
于池西的风洞，为山崩遗迹，由巨大花岗岩相抵而成，进入
洞中，凉风袭人，顿觉凉爽。冰洞由巨石相依而成，虽夏亦
有坚冰，四季阴冷刺骨，寒气逼人。池东南有龙涎窝，东北
有老君庵、金花洞、玉案峰等名胜。

四 实习内容

(一)自然地理

1.整体地貌：

翠华山与太华山系，在构造上属于北秦岭复背斜构造带，始
出于震旦纪早期，基本上形成于下古生代中期，东西紧密的
线状构造伴随着强烈的断裂和岩浆侵入，经过多次造山运动，
发生了撕裂和断块及隆升。由于南北两侧断裂下陷，中间因
受挤压而形成北仰南倾的褶皱断块之山――翠华山山体的岩
性为太古片麻岩与花岗岩，其高峰峻岭均由古老的变质岩系
和后期岩浆组成，坚硬而抗蚀力强。经长期雨水剥蚀侵袭，
河谷多呈v字型，整个地貌特征为：峻岭高山、叠障挺拔，陡
崖峭壁、峰脊波状起伏，河谷狭窄，水流湍急。

2.山崩地质景观

(1)翠华山山崩景观概况：甘湫池和水湫池旁，崩积物的总量
可达3亿立方。大块砾石以山体崩裂处向下，堆积成巨大的崩



积体。有一块巨砾的长、宽、高分别达60米、40米、30米。
山崩时，巨大的砾石在崩落过程中，有时会沿节理断开。风
洞下面的玄关，是两块高30余米的巨砾之间的一道狭缝，缝
宽仅数米。这也可能是巨砾断开所形成的狭窄通道。翠华山
山崩形成的各种特殊地貌在中国十分罕见，因而被地学工作
者誉为：“山崩天然博物馆”。

山崩地质景观

(2)成因:崩塌体受地震力脱离开母岩时,运动的方式多种多样,
其基本运动方式有自由落体、跳跃、滚动和滑动4种。翠华山
山体岩崩运动以滑崩为主。潜在崩塌体在孕育发展过程中,受
岩性、构造、地貌、风化等诸因控制,当受到强大地震力作用
时,潜在崩塌体顺着结构面,在重力作用下以向河谷方向快速
滑崩。崩塌体在崩塌壁前整体沉陷,形成约20m宽的陷落带,
堆积有坠落岩块。潜在崩塌体向河谷运动的过程中,受河谷地
形制约,大约分为两个整体运动:一是十八盘堵河的岩崩体,因
河谷狭窄,崩积物水平运动距离较小,大部分物质填充在河谷
里,形成200m高坝堆积;二是环湖西岸山崩堆积体,河谷较宽,
沿倾向河谷结构面滑崩,潜在崩塌体各部位因滑移速度不同,
形成不规则次一级滑崩阶梯状或台块状地形。由于崩塌体沿
着倾钭结构面作近似弧形运动，故滑崩阶地面或台块面多倾
向崩塌壁,并有多级破裂面,这些现象都是滑崩体运动遣留的
证据。潜在崩塌体受断裂与节理影响,岩体破碎,当受到强大
地震力作用,顺着结构面运动时,由于崩塌体内各岩石块体运
动的差异性,造成块体之间相互碰撞、挤压和撞击,使岩块进
一步破碎,故崩积物块石大小混杂,没有分选,棱角明显,孔隙
大,基本无细颗粒物质填充。因堆积块石大小不一,往往受较
大完整块石支撑或巨大块石震裂,形成许多大小不一的岩崩洞
穴。山体在岩崩运动过程中,地表面的岩块受地形高差影响,
势能很大,快速向下冲击力较大,因下垫地面起伏不平,受反弹
力作用,地表面岩块震动发生弹性破裂,有的顺节理面破裂,有
的犹如刀劈断裂,有的发生震动破裂,形成各种形态的山崩裂
石,随处可见,岩面震动裂缝交错如画,构成了山崩地貌奇异的



景观。

自然地理学实践报告篇二

通过湿地和漓江上游猫儿山的调查，了解河流的形成及其地
形地貌

实习时间：第十八周

20xx年6月20日(星期三)，猫儿山调查，于下午三点左右驱车
返校，

20xx年6月22日—20xx年6月24日，在校书写实习报告。

3.1猫儿山简介

猫儿山，位于兴安县西北部，距兴安县55公里路程，离桂林
市区81公里路程。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跨兴安、资源2县，
面积5.3万公顷。是五岭之一的越城岭主峰，最高海拔2142米，
它不仅是广西第一峰，也是华南第一峰。因山顶峰酷形似蹲
伏的猫儿而得名。猫儿山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属森林生
态系统类型，主要保护对象为典型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及铁
杉，水源涵养林。1976年秋，国家在这里建立了猫儿山林区
保护站，划出1.7万公顷为绝对保护范围。整个保护区地势呈
葫芦形，中部高，四周低，向东南倾斜。中部的八角田、南
部的通大坪、西部的三十六包为山间盆地，其余均是山峦连
绵的峰丛地带。猫儿山自然保护区是广西主要的水源林区之
一，是漓江、资江、浔江三条江的发源地，连接珠江、长江
两大水系。发源于此的河流有39条，其中流入漓江的有19条，
汇入资江的有4条，汇入浔江的有16条。

实习内容：



从山脚往山上观察，发现猫儿山山腰以下基本被人工竹林(毛
竹林)覆盖，山顶处，可观察到覆盖的植物比较低矮。沿途经
过乌龟江，水清澈见底，无明显的污染，表明水质较好，河
床中发育鹅卵石，并可见明显的阶地。途中，可见常绿阔叶
林和竹林交错生长，蝴蝶等昆虫易见。沿途裸露的岩石为花
岗岩，并发育有落水洞。

从山脚至山上海拔约500m处，由于人工竹林的覆盖以及高差
不足，难以观察到植被的分布规律。但，可观察到，山腰以
下的植被以阔叶林和竹林为主，山顶部分植物较为低矮，由
此可见猫儿山的植物分布基本符合垂直分布规律。

猫儿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森林植被生长茂盛，土壤矿物分
解较彻底，成土过程主要是脱硅富铝化过程和旺盛的生物富
集过程。主要土壤类型为红、黄壤系列土壤。土壤的垂直分
布规律明显。土壤质地多砂壤土至粘土，土壤剖面层次发育
明显，盐基和粘粒的淋溶迁移和淀积作用强烈,表土有机质含
量丰富，肥力高。根据实地观察，有机土的厚度约
为10—20cm，发育较好。

3.12：下午两点左右，步行至十里峡谷处。

湿地，指的是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湿原、泥
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咸
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湿地在调节气
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都能
发挥重要作用.。

会仙湿地位于会仙镇睦洞、四益、新民、文全村委，四塘乡
大湾村委和雁山区竹园村委，地跨东
经110°08′38″-110°16′57″，北
纬25°05′08″-25°08′34″。湿地范围涉及县(区)3乡镇6
村委47个自然村约2.2万人，总面积约78km2。唐朝长寿元
年(公元692年)开凿的古桂柳运河(相思埭)由湿地中心穿过，



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使漓江与洛清江相连接。会仙
湿地地貌是喀斯特峰林平原，地势平坦，石灰岩孤峰林立，
海拔小于500m。该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太阳强热幅
射和季风环流的`影响，四季分明，夏长冬短，光照充足，雨
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835.8mm，年平均蒸发量1569.7mm。
湿地内的植物主要有：樟树、枫香、苦楝、乌桕、松树，黄
荆、柃木、水杨柳、十大功劳、芦苇、三角苇、黄茅草、野
苦草、五节芒、野牡丹、蓝丝草、马尾草和厥类。主要动物
有：鲤鱼、草鱼、塘角鱼、斑鱼、鲢鱼、黄鳝、白鳝、鲢拐
鱼、鲫鱼、龙虾、鳅鱼、福寿螺、燕子、灯鸟，白鹭等。前
往湿地的途中，发现湿地附近的水稻田边各种农药瓶随处可
见。沿途观察会仙岩溶湿地的水质，发现水质一般，并随处
可见生活垃圾，对该湿地造成严重的污染。外来物种水葫芦、
小龙虾及福寿螺，因为缺少天敌，大量的繁殖，对当地的生
态多样性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甚至导致某些物种失去生存
空间而从该地区消失。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全球气候变暖，
逐渐对湿地蚕食围垦、开荒造田、围湖造塘，挤占河道，使
原有湿地不断受到破坏，水面逐渐萎缩，地面逐渐疏干，沼
泽和湿地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据了解会仙湿地中，分水塘、
睦洞湖的水体属轻度污染，狮子岩一带属中度污染，运河新
桥一带属重污染，灌塘南处属严重污染。由于向会仙湿地倾
倒生活垃圾或者农田中未被庄稼吸收利用的化肥残留，使部
分水体中氮、磷等营养成分含量过高，导致水体中，特别是
静止水域，大量滋生以水葫芦为代表的水生植物，不但破坏
湿地景观，更严重的是逐渐将水域淤塞，甚至退化成陆地。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水量减少，加上近年开荒造田、围湖
造塘行为的增多，会仙湿地的面积已从25平方公里减少到现
在的6平方公里。，但湿地却仍在以每年800至1000亩的速
度“缩水”。捕鱼现象十分严重：湖面上随处可见小块白色
泡沫塑料，小船经过它们的身边也没能改变它们的位置。一
小块白色泡沫塑料的下面就有一只地笼，一般直径在一尺
五(0.5米)左右、高约7寸(0.23米)，里面投放饵料，几乎所
有误入地笼的鱼虾都逃不掉。在整个观察过程中，竟然没有



发现一只飞鸟，这也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以前有大片看不
到边的芦苇，现在全都不见了，充斥视线的，是人工开挖的
鱼塘和荒草地。

自然地理学实践报告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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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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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x年xx月xx日至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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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盘，卷尺，gps，地质锤，植物标本夹等。四、实习区自然地
理概况

陕西是远古文化的摇篮之一。陕西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周族是陕西关中一个古老的部族。周人
以周原为活动中心后，就有了文字记事，把卜辞和占卜有关
的.记事文字刻在骨片上，后来又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周代
的古阴阳历，就是我国最早的历法。秦阿房宫、秦始皇陵、
汉阳陵、乾陵等都记录印证了博大精深的陕西古代文化，其
中已开发的秦始皇兵马俑坑，就展现了一个巨大地下雕塑艺
术宝库，反映出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
个光辉篇章，号称世界第七大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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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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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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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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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地理学实践报告篇四

(1)掌握野外实习观察的一般方法，观察描述实习地区常见的
地质地貌、岩石解理等特征。

(2)能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一些地质现象，并分析其产生的
原因。如：堰塞湖、崩塌等地质现象的分析。

(3)通过实习，培养直接观察和了解一些野外地理现象的能力，
增加感性认识，扩大视野，培养提高观察能力、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互帮互助的团队合作意识。

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

翠华山位于西安市以南23公里处的秦岭北脉(长安区太乙宫
镇)，秀美的湖光山色和其国内罕见的山崩地貌使翠华山
以“终南独秀”和“中国地质地貌博物馆”著称。翠华山旅
游景区由碧山湖景区，天池景区和山崩石海景区三部分组成。
翠华山高峰环列，峭壁耸立，险不可攀，中有一天然水池，称
“天池”，又称“太乙池”或“龙移湫”，池水面积约5万平
方米。这块终南山的游览胜地上，汉唐两代曾建过太乙宫和
翠微宫，是历代帝王祭祀神仙和游乐避暑之所。翠华山山清
水秀，景色如画，最引人入胜的是峰顶的湫池。湫池群山环
峙，碧波荡漾，清明如镜，纤尘不染。池南的太乙殿，是旧



时遇旱祈雨之所。更有吕公洞、黄龙洞，池北的冰洞、风洞、
八仙洞等颇有盛名。冰洞在盛夏仍坚冰垂凌，风洞则四季寒
风飕飕砭人肌骨。冰洞东南有飞流直下的瀑布，形容壮观。
湫池周围古代曾建许多庙宇，诸如老君庵、圣母行宫等。位
于池西的风洞，为山崩遗迹，由巨大花岗岩相抵而成，进入
洞中，凉风袭人，顿觉凉爽。冰洞由巨石相依而成，虽夏亦
有坚冰，四季阴冷刺骨，寒气逼人。池东南有龙涎窝，东北
有老君庵、金花洞、玉案峰等名胜。

(一)自然地理

1.整体地貌：翠华山与太华山系，在构造上属于北秦岭复背
斜构造带，始出于震旦纪

早期，基本上形成于下古生代中期，东西紧密的线状构造伴
随着强烈的断裂和岩浆侵入，经过多次造山运动，发生了撕
裂和断块及隆升。由于南北两侧断裂下陷，中间因受挤压而
形成北仰南倾的褶皱断块之山——翠华山山体的岩性为太古
片麻岩与花岗岩，其高峰峻岭均由古老的变质岩系和后期岩
浆组成，坚硬而抗蚀力强。经长期雨水剥蚀侵袭，河谷多呈v
字型，整个地貌特征为：峻岭高山、叠障挺拔，陡崖峭壁、
峰脊波状起伏，河谷狭窄，水流湍急。

2.山崩地质景观

(1)翠华山山崩景观概况：甘湫池和水湫池旁，崩积物的总量
可达3亿立方。大块砾石以山体崩裂处向下，堆积成巨大的崩
积体。有一块巨砾的'长、宽、高分别达60米、40米、30米。
山崩时，巨大的砾石在崩落过程中，有时会沿节理断开。风
洞下面的玄关，是两块高30余米的巨砾之间的一道狭缝，缝
宽仅数米。这也可能是巨砾断开所形成的狭窄通道。翠华山
山崩形成的各种特殊地貌在中国十分罕见，因而被地学工作
者誉为：“山崩天然博物馆”。



山崩地质景观

自然地理学实践报告篇五

1、了解地下溶洞的形成过程

2、了解石菊花、石笋、石钟乳、石柱、石幔帘和边石坝的形
成条件和机制

3、溶洞形成相关地质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1、简介：

瑞晶洞位于浙江临安市昌化地区的石瑞乡蒲村。东距杭州130
公里，南邻千岛湖125公里西离黄山166公里，北连天目山国
家自然保护区51公里。该洞洞体呈垂直状，异常高大。第一
洞厅垂直高度达82米，堪称国内第一，洞内岩溶景观密度大、
品种齐全，尤其是洞内有着大量的“石花”，大大小小的石
花布满洞顶，使瑞晶洞成了世上罕见的地下花园。

2、地下溶洞的形成过程

3、石菊花、石笋、石钟乳、石柱、石幔帘和边石坝的.形成
条件和机制

（1）石菊花

石菊花是石灰岩溶洞的特有品种，在洞内有着大量的石菊花。
大大小小的石菊花布满洞顶，形态各异。石花的化学成分为
碳酸钙，由针状、细柱状晶体组成，其多直接长在石灰岩石
上。石化是包气带毛细渗水的产物，即含碳酸钙的地下水通
过岩石缝隙缓慢从岩石中渗出，碳酸钙中氧气不断溢出，形
成结晶。



（2）石笋、石钟乳、石柱

洞中长着高大的石笋和石钟乳。石笋是直立在洞里的尖锥体。
当饱含着碳酸钙的水通过洞顶的裂隙滴至洞底，由于在洞穴
内有时温度较高，水分蒸发，水中二氧化碳溶解量减少，钙
质析出，沉积在洞底，日积月累自下向上生长的就形成了石
笋，自上而下生长的则形成了石钟乳。

洞中还能看到几根石柱，贯通底部和顶部。这是由于石笋和
石钟乳不断生长，最后连在一起形成了这种柱状物。

（3）石幔帘

在溶洞的四厅中我看到一幅壮观的场面，一高达30米左右
的“接天帷幔”矗立在厅中，那是有一连串层次的石莲台、
石瀑布构成的石幔。洞厅中还挂着一连串的石旗和石帘。石
幔是由于渗透的水中碳酸钙沿溶洞壁向下沉淀成层状堆积而
成，其形状如布幔。

（4）边石坝

在洞底出现了一些隆起的像河坝一样高为几厘米至几十厘米
的垄岗状地貌，这就是边石坝。它是由渗透水中的碳酸钙沉
积而成的。

4、溶洞的塌陷、断裂构造、石柱的错断现象

溶洞形成后，由于某些地段发生了轻微地壳运动，洞厅中被
水侵蚀过的层面发生了塌陷；地壳的下沉使原本在同一平面
的岩层被拉伸，形成了断裂构造；原本笔直的的石柱也由于
地壳的下沉，导致中部被拉伸而断裂，这就是石柱的错段现
象。

这次实习我收获颇丰，不仅见到了美丽的溶洞地貌，感受到



了美妙的大自然风光，也进一步了解了地下溶洞的形成过程
以及溶洞的一些代表性地貌和形成机制。此外，这次野外实
习锻炼了我的实践动手能力，我学会了对地貌的观察，内容
的描述，数据的记录等野外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