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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报告是对某项工作或项目进行整改和改进的书面材料，
是对问题进行总结和评估的重要手段。阅读这些竞聘报告范
文，你可以了解到不同行业和公司对求职者的要求和期待。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一

普通地质实验室实习

实习一、矿物(一)

认识矿物的形态及主要物理性质，学习肉眼识别矿物物理性
质的方法。

实习二、矿物(二)

观察认识常见矿物的特征，初步掌握矿物的鉴定描述方法。

实习三、风化作用

在校园后山观察、认识风化作用产生的地质现象，观察风化
壳剖面特征并画素描图;初步掌握野外观察分析地质现象及地
质素描的方法。

实习四、地面流水的地质作用

通过教师提供的图片、录像，观察认识地面流水的种类及产
生的地质现象;初步掌握冲沟、河谷的特征及河床、河漫滩的
沉积物特征;观察分析河流阶地的形成和类型。

实习五、常见的沉积岩



观察认识常见沉积岩的矿物成分、颜色、结构和构造，初步
掌握岩石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沉积岩。

实习六、地质构造与阅读地质图

1.通过构造模块认识褶皱、断层的类型，以及在平面上、剖
面上的表现特征;

2.通过阅读一幅地质图，掌握地质图读图步骤与方法。

实习七、常见的岩浆岩

观察认识常见岩浆岩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初步掌握岩
浆岩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岩浆岩。

实习八、常见的变质岩

观察认识常见变质岩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等鉴别特征，
初步掌握变质岩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
变质岩。

实习九、参观认识古生物(化石)

通过参观地质陈列室，初步认识地壳历史中各代主要古生
物(化石)，理解生物演化规律及在地质学中的研究价值。

普通地质野外认识实习

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学生在完成普通地
质室内教学之后，将进行为期三周的.野外认识实习。以达到
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加深(！)课堂所学知识的目的。提高
学生的地质综合思维能力以及实际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使
学生具备初步的野外地质调查能力。

(一)实习任务



1.使学生初步学会观察常见的地质现象，分析其相关的地质
作用和形成机制，这是本次实习的主要任务。

2.认识实习区内常见的矿物、岩石、古生物、地层、构造及
矿产，分析它们形成的作用。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

3.掌握地质罗盘和手持gps的使用以及岩层产状的测量方法;
初步掌握野外地质现象的观察记录方法;编写地质实习报告。

(二)实习内容及要求

实习的主要内容(重点)是观察和分析内、外力地质作用及其
现象，在实习中必须学习并初步掌握野外基本工作方法和工
作技能。难点是有关地质作用与地质现象的因果分析。具体
内容及要求如下：

1.观察认识外力地质作用及其现象

(1)xx市湖边石灰山地质观察路线一天

通过石炭系地层剖面的参观，初步了解实习区内的主要地层
层序、接触关系，地层单位名称、地层厚度、主要岩性特征
及构造变动。初步掌握沉积作用、成岩作用的类型，沉积岩
野外识别描述方法，以及岩层产状的测量方法，同时能初步
辨认几种常见的古生物化石。学习绘制信手剖面图。

通过参观煤矿、石灰岩矿，了解外生矿床的一般特征及沼泽
的生物沉积与成矿作用。

普通地质实验室实习

实习一、矿物(一)



认识矿物的形态及主要物理性质，学习肉眼识别矿物物理性
质的方法。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二

普通地质实验室实习

实习一、矿物(一)

认识矿物的形态及主要物理性质，学习肉眼识别矿物物理性
质的方法。

实习二、矿物(二)

观察认识常见矿物的特征，初步掌握矿物的鉴定描述方法。

实习三、风化作用

在校园后山观察、认识风化作用产生的地质现象，观察风化
壳剖面特征并画素描图;初步掌握野外观察分析地质现象及地
质素描的方法。

实习四、地面流水的地质作用

通过教师提供的图片、录像，观察认识地面流水的种类及产
生的地质现象;初步掌握冲沟、河谷的特征及河床、河漫滩的
沉积物特征;观察分析河流阶地的形成和类型。

实习五、常见的沉积岩

观察认识常见沉积岩的矿物成分、颜色、结构和构造，初步
掌握岩石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沉积岩。

实习六、地质构造与阅读地质图



1.通过构造模块认识褶皱、断层的类型，以及在平面上、剖
面上的表现特征;

2.通过阅读一幅地质图，掌握地质图读图步骤与方法。

实习七、常见的岩浆岩

观察认识常见岩浆岩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初步掌握岩
浆岩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岩浆岩。

实习八、常见的变质岩

观察认识常见变质岩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等鉴别特征，
初步掌握变质岩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
变质岩。

实习九、参观认识古生物(化石)

通过参观地质陈列室，初步认识地壳历史中各代主要古生
物(化石)，理解生物演化规律及在地质学中的研究价值。

普通地质野外认识实习

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学生在完成普通地
质室内教学之后，将进行为期三周的野外认识实习。以达到
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加深(！)课堂所学知识的目的。提高
学生的地质综合思维能力以及实际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使
学生具备初步的野外地质调查能力。

(一)实习任务

1.使学生初步学会观察常见的地质现象，分析其相关的地质
作用和形成机制，这是本次实习的主要任务。

2.认识实习区内常见的矿物、岩石、古生物、地层、构造及



矿产，分析它们形成的作用。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

3.掌握地质罗盘和手持gps的使用以及岩层产状的测量方法;
初步掌握野外地质现象的观察记录方法;编写地质实习报告。

(二)实习内容及要求

实习的主要内容(重点)是观察和分析内、外力地质作用及其
现象，在实习中必须学习并初步掌握野外基本工作方法和工
作技能。难点是有关地质作用与地质现象的因果分析。具体
内容及要求如下：

1.观察认识外力地质作用及其现象

(1)xx市湖边石灰山地质观察路线一天

通过石炭系地层剖面的参观，初步了解实习区内的主要地层
层序、接触关系，地层单位名称、地层厚度、主要岩性特征
及构造变动。初步掌握沉积作用、成岩作用的类型，沉积岩
野外识别描述方法，以及岩层产状的测量方法，同时能初步
辨认几种常见的古生物化石。学习绘制信手剖面图。

通过参观煤矿、石灰岩矿，了解外生矿床的一般特征及沼泽
的生物沉积与成矿作用。

普通地质实验室实习

实习一、矿物(一)

认识矿物的形态及主要物理性质，学习肉眼识别矿物物理性
质的方法。

实习二、矿物(二)



观察认识常见矿物的特征，初步掌握矿物的鉴定描述方法。

实习三、风化作用

在校园后山观察、认识风化作用产生的地质现象，观察风化
壳剖面特征并画素描图;初步掌握野外观察分析地质现象及地
质素描的方法。

实习四、地面流水的地质作用

通过教师提供的图片、录像，观察认识地面流水的种类及产
生的地质现象;初步掌握冲沟、河谷的特征及河床、河漫滩的
沉积物特征;观察分析河流阶地的形成和类型。

实习五、常见的沉积岩

观察认识常见沉积岩的矿物成分、颜色、结构和构造，初步
掌握岩石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沉积岩。

实习六、地质构造与阅读地质图

1.通过构造模块认识褶皱、断层的类型，以及在(！)平面上、
剖面上的表现特征;

2.通过阅读一幅地质图，掌握地质图读图步骤与方法。

实习七、常见的岩浆岩

观察认识常见岩浆岩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初步掌握岩
浆岩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岩浆岩。

实习八、常见的变质岩

观察认识常见变质岩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等鉴别特征，
初步掌握变质岩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



变质岩。

实习九、参观认识古生物(化石)

通过参观地质陈列室，初步认识地壳历史中各代主要古生
物(化石)，理解生物演化规律及在地质学中的研究价值。

普通地质野外认识实习

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学生在完成普通地
质室内教学之后，将进行为期三周的野外认识实习。以达到
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加深课堂所学知识的目的。提高学生
的地质综合思维能力以及实际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使学生
具备初步的野外地质调查能力。

(一)实习任务

1.使学生初步学会观察常见的地质现象，分析其相关的地质
作用和形成机制，这是本次实习的主要任务。

2.认识实习区内常见的矿物、岩石、古生物、地层、构造及
矿产，分析它们形成的作用。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

3.掌握地质罗盘和手持gps的使用以及岩层产状的测量方法;
初步掌握野外地质现象的观察记录方法;编写地质实习报告。

(二)实习内容及要求

实习的主要内容(重点)是观察和分析内、外力地质作用及其
现象，在实习中必须学习并初步掌握野外基本工作方法和工
作技能。难点是有关地质作用与地质现象的因果分析。具体
内容及要求如下：



1.观察认识外力地质作用及其现象

(1)xx市湖边石灰山地质观察路线一天

通过石炭系地层剖面的参观，初步了解实习区内的主要地层
层序、接触关系，地层单位名称、地层厚度、主要岩性特征
及构造变动。初步掌握沉积作用、成岩作用的类型，沉积岩
野外识别描述方法，以及岩层产状的测量方法，同时能初步
辨认几种常见的古生物化石。学习绘制信手剖面图。

通过参观煤矿、石灰岩矿，了解外生矿床的一般特征及沼泽
的生物沉积与成矿作用。

2.观察认识内力地质作用及其现象

(1)xx峰山滴水岩地质观察路线一天

(2)xx峰山电视台地质观察路线一天

观察认识峰山花岗岩体的岩石特征及细晶岩脉、石英脉、煌
斑岩脉的穿插关系;观察认识峰山岩体与寒武系变质岩的侵入
接触关系及花岗岩的粒度变化，分析峰顶处的变质岩(残余顶
盖)的形成机制;观察认识花岗岩中的“x”次生节理，学会节理
的产状测量与记录。

(3)赣县江口木材厂地质观察路线一天

观察认识燕山晚期玄武岩的岩性特征及产出状态，初步掌握
岩浆喷出作用及喷出岩的野外鉴定特征。学习断层特征的判
别与产状测量。

(4)xx市蛤湖地质观察路线一天

观察认识笔架山岩体(花岗斑岩)的岩性特征及中细粒花岗岩



脉的穿插关系;通过参观莹石矿，了解气水-热液成矿作用的
机制，初步掌握莹石矿的鉴定特征及形成条件。

3.编写地质实习报告三天

第一部分前言：实习的目的任务、要求、时间、地点等;

第三部分几种地质现象的认识与探讨：选择地质实习路线中
最有兴趣、感想最深的两种以上地质现象，对其作用方式、
形成过程、产物及特征作较深刻、有见地的分析与探讨。

第四部分结束语：通过实习的收获、体会及建议。

地质实习报告要求实事求是、逻辑清楚、言简意骇、图文并
茂。

5.通过实习，要求对野外基本工作方法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
度是：

(1)学会用手持gps定点。

(2)能掌握地质罗盘测量岩层(构造面)的产状。

(3)初步学会使用放大镜观察矿物、岩石并描述其主要特征。

(4)学会绘制地质信手剖面图，学会绘制地质现象示意图、素
描图。

(5)基本掌握地质观察点的记录格式和描述方法，以及编写地
质路线小结。

(6)初步学习标本采集的一般方法和有关知识。

(7)学习编写地质实习报告。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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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四

地质地貌实习报告（喀斯特溶洞）(1)

本溪水洞(地质地貌景观——喀斯特溶洞)

实习地点：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谢家崴子村
本溪水洞



实习时间：2008年10月15日 星期日

实习天气：晴，有时多云

实习目的：观察地质地貌景观喀斯特溶洞，并了解其成因

10月15日我们驱车来到这次实习的最后一个地点，也是最值
得期待的名胜风景区——位于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
的本溪水洞风景区，来感受喀斯特溶洞这种地质地貌景观。

本溪水洞位于本溪市东郊的.本溪县小市镇境内，距本溪市区
东28千米，它藏身于侠柯山腹，为千山山脉的东北边缘，太
子河从洞前流过，是目前发现的可乘船游览的世界最长的地
下充水溶洞(地下暗河)，是石灰岩经地下水溶蚀作用而形成
的一个喀斯特溶洞。洞口在太子河岸畔，洞口坐南面北，依
山傍水，高7米，宽25米，呈半月形。在洞口上端的悬崖峭壁
上，刻有薄一波手书的“本溪水洞” 四个大字。进洞口，是
一座高、宽各20多米，长50多米的“迎客厅”，也是我们祖
先三千多年前居住过的遗址。大厅向右，有旱洞长300米，高
低错落，曲折迷离，古井、龙潭、百步池等诸多景观，令游
人遐想联翩，流连忘返。大厅正面，是通往水洞的码头，千
余平方米水面停泊游船四十余艘，宛如一幽静别致的“港
湾”，千余平方米的水面，灯光所及，水中游船、洞中石景
倒映其中，使人如入仙境。从护岸石阶拾级而下，通过长廊
从码头上船，即可畅游水洞。水洞内深邃广阔，可游览的地
下暗河全长2800米，面积3.6万平方米，空间40余万立方米，
最开阔处高38米，宽50米，长80米。尚未开发的地下暗河长
约3000米。洞内水流终年不竭。洞中水每昼夜最大流量2万余
吨，水深最深处7米，水洞河道曲折蜿蜒，“三峡”、“九
湾”清澈见底，故名“九曲银河”。银河两岸石笋林立，千
姿百态、光怪陆离;洞顶穹庐钟乳高悬，神趣盎然，晶莹斑斓，
六十多处景点各具特色，琳琅满目。新开发的“源头天池”、
“玉女宫”等500米暗河景观别有天地，神幻莫测。洞内空气
畅通，常年恒温10℃，四季如春。泛舟其中，如临仙境。本



溪水洞1997年被国际洞穴协会接纳为亚洲首批会员，2002年3
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a级名胜风景区，被中外游人誉
为“北国一宝”，“天下奇观”，“亚洲一流”，“世界罕
见”。洞外盘绕山腰的古式回廊，别具风韵的人工湖和水榭
亭台，使水洞的内外景观相得益彰。站在洞口远望，对面山
崖上大型摩崖石刻——观音造像，如从天际而来。太子河上
漂流体验冒险的乐趣，池边垂钓领略渔人野趣。本溪水洞一
年四季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让游人领略燕东胜境的神
韵，体会北国风光的风骨。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五

那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身穿军服,带上显眼的橙色实习证,我
来到了工业设计中心总部,我们的金工实习的篇章就在这里打
开。

对实习既有期待又有一丝丝恐惧的我们，来到了三楼的多媒
体课室，听老师讲解金工实习的具体要求以及一些安全主意
事项。从书本上了解到金工实习是我们工科院校必不可少的
教学环节，也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一定实际知识和较强动
手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金工实习使学生了解机械制造
基本知识，为学习专业课以及其他后续课奠定坚实的基础通
过铸工、锻工、焊工、热处理工、机械加工和钳工等工种的
生产实践，使学生获得基本操作技能，为以后工作准备条件。
同时也能加强劳动和纪律方面的锻炼，培养学生肯有踏实的
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的精神。和蔼可亲的老师让
我们之前的恐惧消失一空。她给我们简要介绍完实习内容后，
还点出一些我们常犯的毛病，如：产观努力不够，不主动请
教师傅，一到车间，就这台机床看一眼，那台机床摸一下，
走马观花，不闻不问，自以为一看就懂，到头来，时间过去
了，虽然下厂实习，但啥也没学到手，一问三不知；对生产
条件比较差的车间产生一种反差心理，觉得平时在学校干干



净净，男女同学西装革履，花花绿绿，可是一下到铸造车间，
满地是沙了，灰尘到处飞扬，搅拌机、振动器、冲天炉噪音
隆隆，第一感觉就是太脏。因此，有部分学生怕脏怕累，不
愿意跟师傅一起干活，也懒得去接近工人，害怕弄储自己的
双手和脸蛋，束手束脚的最且还是没有真正学到东西；最后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问题。对于安全，大家都不敢
马虎，老师列出的件件事例，都告诫我们―大意不得。

好！准备工夫全数做妥，开工！

体力大挑战——钳工

我们小组是班里最“幸运”的一组，why？因为我们第一天就
分到了公认最累的工种―钳工。

实习是没有丝毫人情可讲的，惊讶的同时我们开工了。

进入到之前感觉神秘的工厂里面，光亮的灯光照射着大伙干
劲十足的脸。操起钢锯和锉刀，我们站在各自工作台前与铁
柱开展了“拉锯战”。

我没多经思考，拿起一根铁柱就开始锯。老师走过，面带笑
容地对我说：“同学，你仔细看看你的原料，一天下来恐怕
要白费功夫喔。”我不解，细瞧一下，原来铁柱离我在磨的
平面不远就有几道痕，痕深可能要影响到待会儿要磨出来的
六边形。

幸亏有老师的提醒，我及早换了一根铁柱，再接着锯，锉，
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手臂麻了就停下来
一小会儿，跑到旁边同学那看人家的进度，既吸收磨得快的
同学的“先进锉磨技术”，又吸取动作比较慢的失败原
因……整个工厂里，锯磨，锉磨，还有大家偶尔之间的玩笑



声，为我们金工实习谱下了开幕曲！

很快，时间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可是体力问题，女生
们都磨得较慢，我尤其磨蹭……墙上的大钟指向了5字，隔壁
工作台的同学都完工了，兴奋地拿着自己一天磨出来螺母，
在对比谁的漂亮，谁的孔打得准，谁的外形更完美。这时的
我手臂快举不起来了，但是还没打孔，没拧螺纹，郁闷之余
也没时间停下来休息。大家都离开了，可是老师还是很体谅
我们几个动作较慢的，还留下来指导我们怎么打孔和弄螺纹。

五点半，我手里终于能够握住一颗基本完工的螺母，虽然六
边形明显走位，虽然孔是歪到了一边，虽然……即使再多毛
疵，我都觉得那是最完美的。理由再简单不过，那是我第一
次拿起钢锯，锉刀，一刀刀锯，一下下锉出来的螺母。

一天下来，晚上手臂是不能动的，睡觉前酸痛得不能入睡，
不过得益仍然不浅，一个好作品，一项好工作的完成除了蛮
力之外，首先挑选好的源材料，选取最优的工具，吸取最有
效率的方式，是最快达致目标的前提。当然，这挑战体力的
一天也令我对接下来的工种觉得倍感轻松。

团体合作——刨工

刨工在我的词典里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到底什么是刨工呢。
那首先要从刨床开始了解。刨床主要用于加工水平面、垂直
平面、倾斜面和t型槽、燕尾槽、v型槽等表面；用成形刨刀也
可以加工一些简单的直线成形表面。刨床可分为牛头刨床、
龙门刨床和插床、刨边机等。刨床的主体运动是刀具或工件
所作的直线往复运动。刨削加工的工作形程是刀具向工件前
进时的行程，进行切削加工；返回时为空行程，不进行切削，
且需将刨刀抬起，以便让刀，避免损伤已加工表面和减少刀
具磨损。进给运动是间歇性的直线运动，由刀具或工件完成，
进给方向与主体运动方向垂直，它是在空行程结束后的短时
间内进行的。



似乎很高深喔~呵呵，其实不然，这个工作流程也并不复杂，
只是过程较长。我们三人一组，团体合作的精神就充分体现
出来了。我们小组里面，我负责调刀具的高度，每刀的进给
量都要很注意，每一刀刨的不能过多，而太少又会导致时间
不够，两难全的东西，够矛盾。我们组的其余两位男生就负
责比较耗体力的更换工作台水平位置与高度。大家合作无间，
工作紧张顺利的同时又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

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过程中，我望着刨刀一刀刀地把原料
的表面刨平，被刨掉的削末飞出，多想平时的烦心琐事，一
刀刀得被刨掉，爽得很。

数车

从前面学过的车工，我们知道车床主要是使用各种车刀对内
外圆柱面、圆锥面、成形回转体表面及其端面、各种内外螺
纹等进行加工，还可使用钻头、扩孔钻、铰刀进行孔加工，
使用丝锥、板牙进行内外螺纹加工等。车床有许多类型，按
其用途和结构不同，可分为普通车床、六角车床、立式车床、
单轴自动车床、多轴自动及半自动车床、多刀车床、仿形车
床、专用车床等。

但是从更精确的要求上来说，收工车出来的工件已经明显不
能满足现代化的要求了，所以我们进一步刀到学习数车。

开工前，我们还在研究这个数该念成第四声还是第三声，来
到车间，不用怀疑，数车就是指数字车工。

数控机床是综合应用计算机、自动控制、自动检测及精密机
械等高新技术的产物,是技术密集度及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典型
机电一体化加工设备。它与普通机床相比,其优越性是显而易
见的,不仅零件加工精度高,产品质量稳定,且自动化程度极高,
可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数控机床可完成普通机床难以完成或根本不能加工



的复杂曲面的零件加工,因而数控机床在机械制造业中的地位
愈来愈显得重要。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能否达到数控机床
以上所述的优点,还要看操作者在生产中能不能恰当、正确地
使用。因为不管什么机床,它都有一套自己的操作规程。它既
是保证操作人员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保证设备安全、产
品质量等的重要措施。使用者必须按照操作规程正确操作,如
果机床在第一次使用或长期没有使用时,先使其空转几分钟,
使用中注意开机、关机的顺序和注意事项,这些对初学者尤其
应引起足够重视,因为缺乏相应的操作培训的,往往在这方面
容易犯错。

在数车的这一天，我们集体坐在凳子上编写程序，编好的先
上机，一行行的程序被仿真出来，这是脑力劳动的成果。

火花飞跃——热处理

热处理是我做的最后一个工种，也是最为过瘾的一个。热处
理的原理大概是：钢的热处理是将钢在固态下通过加热、保
温、冷却的方法，使钢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从而获得所需
性能的工艺方法。热处理工艺可用“温度-时间”为坐标的曲
线图来表示。在机械制造中，热处理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例
如：钻头、锯条、冲模，必须有高的硬度和耐磨性方能保持
锋利，达到加工金属的目的。因此，除了选用合适的材料外，
还必须进行热处理，才能达到上述要求。此外，热处理还可
以改善坯料的工艺性能，如改善材料的切削加工性，使切削
省力，刀具磨损小，且工件表面质量高。

我们首先学习了热处理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来到实习点，
第一个房子是热处理工序的实验地方，放置着四台加热炉，
还有硬度计量仪。在这里我们完成了正火，淬火，等工序。
接下来的第二个课室里我们在反光显微镜下观察了钢的表面
结构，增加了对fe的了解。最后也是我们最为闪亮的一个实
验是根据金属与旋转的砂轮摩擦产生的火花来判断金属的种
类。小心翼翼的操作下，耀眼的火花飞跃着为我们的金工实



习画上永不磨灭的句号。

实习后

两周的金工实习，受益颇多，身心都得到一定的培训。总体
感觉实习中心的工作安排合理，老师们都认真负责。

实习项目对以后自己的发展也有不错的启发……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六

认识矿物的形态及主要物理性质，学习肉眼识别矿物物理性
质的方法。

观察认识常见矿物的特征，初步掌握矿物的鉴定描述方法。

在校园后山观察、认识风化作用产生的地质现象，观察风化
壳剖面特征并画素描图;初步掌握野外观察分析地质现象及地
质素描的方法。

通过教师提供的图片、录像，观察认识地面流水的种类及产
生的地质现象;初步掌握冲沟、河谷的特征及河床、河漫滩的
沉积物特征;观察分析河流阶【免费】地的形成和类型。

观察认识常见沉积岩的矿物成分、颜色、结构和构造，初步
掌握岩石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沉积岩。

1.通过构造模块认识褶皱、断层的类型，以及在平面上、剖
面上的表现特征;

2.通过阅读一幅地质图，掌握地质图读图步骤与方法。

观察认识常见岩浆岩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初步掌握岩
浆岩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岩浆岩。



观察认识常见变质岩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等鉴别特征，
初步掌握变质岩的鉴定描述方法，基本能够识别几种常见的
变质岩。

通过参观地质陈列室，初步认识地壳历史中各代主要古生
物(化石)，理解生物演化规律及在地质学中的研究价值。

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学生在完成普通地
质室内教学之后，将进行为期三周的野外认识实习。以达到
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加深课堂所学知识的目的。

1.使学生初步学会观察常见的地质现象，分析其相关的地质
作用和形成机制，这是本次实习的主要任务。

2.认识实习区内常见的矿物、岩石、古生物、地层、构造及
矿产，分析它们形成的作用。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

3.掌握地质罗盘和手持gps的使用以及岩层产状的测量方法;
初步掌握野外地质现象的观察记录方法;编写地质。

实习的主要内容(重点)是观察和分析内、外力地质作用及其
现象，在实习中必须学习并初步掌握野外基本工作方法和工
作技能。难点是有关地质作用与地质现象的因果分析。具体
内容及要求如下：

1.观察认识外力地质作用及其现象

(1)xx市湖边石灰山地质观察路线一天

通过石炭系地层剖面的参观，初步了解实习区内的主要地层
层序、接触关系，地层单位名称、地层厚度、主要岩性特征
及构造变动。初步掌握沉积作用、成岩作用的类型，沉积岩
野外识别描述方法，以及岩层产状的测量方法，同时能初步



辨认几种常见的古生物化石。学习绘制信手剖面图。

通过参观煤矿、石灰岩矿，了解外生矿床的一般特征及沼泽
的生物沉积与成矿作用。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七

一实习概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配合地质地貌学的教
学，提高教学质量，并且使同学们对所学地质地貌学知识有
更感性的认识，巩固教学成果，2019年7月13日，我们中山大
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01级的同学在高老师和刘老师的带领
下，到全国首批旅游城市之一的肇庆七星岩地区进行了为期
三天的地质地貌实习。尽管只是三天的时间，我们的地质地
貌知识也相当有限，但是在已经掌握了当地详细地质地貌情
况的高老师和刘老师的精心讲解和耐心指导下，加上不少学
者之前做的调查资料，我们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掌握了当地
的地质地貌情况，并学会了一些外出实习的基本要领和考察
方法，同时也通过实践，验证和巩固了所学的知识。

本次实习从7月13日开始，从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出发，途经中
山，江门等市，中午到达高要市，实习考察正式开始，首先
在西江南岸卸煤码头考察滑坡和河流阶地，再经西江大桥抵
达肇庆市，下午到北岭考察洪积扇，最后是到东岗村观察并
讨论了当地冲积平原与洪积扇之间的过渡地貌。14日考察重
点在七星岩风景区的地貌考察，主要地貌有地下溶洞，落水
洞，干溶洞，断层带等。第三天上午考察了西江三榕峡东岸
的北岭背斜，总结了实习成果，下午离开肇庆返回珠海，结
束了为期三天的实地考察。

二实习内容



7月13日早上，我们乘车出发，所经过的公路基本上都是沿着
珠江三角洲的边缘开辟的。南方多丘陵，沿着三角洲冲积平
原的边缘建设公路难度一般都较低。公路两旁可以看到低矮
的丘陵，这些丘陵的岩石大多已经风化成砖红壤了，很少有
完整的基岩保存下来。而正是由于肇庆的基岩出露状况比较
好，所以我们选择它作为地质、地貌实习的基地。

整体上来看,肇庆七星岩地区北部是山地,南部是丘陵,中部是
西江冲积平原，肇庆七星岩喀斯特丘陵就是位于这个平原上。
下面我们就三天实习所考察的地貌类型来分类来说明肇庆七
星岩地区的地质地貌状况。

1.滑坡与侵蚀阶地

坡面上大量土体、岩体或其他碎屑堆积，主要在重力和水的
作用下，沿一定的滑动面整体下滑的现象称为滑坡。滑坡是
山区建设中经常遇到的一种自然灾害。

7月13日早上我们从珠海出发，首先到达的第一个实习地点是
处于西江南岸西江大桥东侧的一个小卸煤码头，也称上南岸，
属于半埋藏阶地。

上南岸是一个潜在的滑坡，但是目前没有再次滑坡的趋势和
迹象。该地区在20年前发生过一次大滑坡。1983年12月16日
晚上约9时至11时该地发生一般性规模的突然滑坡，塌方200
多米，沉降深度10米。事发时该处卸煤码头上有四个民工在
小屋内睡觉，后来只有一人逃脱。据讲，滑动是首先从下面
开始的，后来才看到上部滑动，由此可分析判断此滑坡属牵
引式或称拖带式滑坡，广东地区的滑坡多是这种小型滑坡。

此滑坡范围在130m—140m内，滑动后滑坡体伸入西江，由
于规模较小，所以没有造成西江淤塞。造成此滑坡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四点：



（1）该地处在西江凹岸，受凹岸侵蚀使土石坊减少，导致不
稳定。

（2）滑坡体上部原本有一蓄水池（现已填平），与山体旁的
西江距离不远，水的下渗对滑坡体的滑动起了润滑作用。

（3）该地原本的卸煤码头比较大，卸下的煤多，加大了滑坡
体的负荷，促进滑坡的产生。

（4）滑坡体由第四纪粘土组成，是松散的堆积物，容易产生
滑动。

该滑坡滑动后形成了4－5个滑坡阶地。如今的滑坡体由于采
山造石和植树造林等原因已经看不出，只有滑坡壁依然可见。

2.河流阶地

河流阶地是洪水不能淹没的原先谷底地形，即常态阶地。这
里的洪水不是一般洪水,而是百年一遇的洪水。原先谷底必须
有残留冲积物，如果河流谷坡仅有阶梯状的岩石坡面，可称
之台地或古剥蚀夷平面，它不一定是河流形成的。

肇庆市西江河谷地貌横剖面图

阶地的类型有常态阶地（或阶地）、半埋藏阶地和埋藏阶地，
其中后两种是阶地变形的结果。（1）常态阶地分布在河流上
游或源头区。如鉴江信宜、漠阳江春湾、北江韶关，是洪水
不能淹没的阶地，故称常态阶地，简称阶地。（2）半埋藏阶
地是原先的第一阶级地主要因海平面上升引起的均衡构造下
沉，而与全新世堆积的高河漫滩类高、至今能被洪水淹没的
阶地，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冲积平原，如肇庆市西江与七星岩
之间的地貌即为第一级半埋藏阶地。（3）埋藏阶地是半埋藏
阶地向三角洲延伸逐渐被全新统覆盖形成，，分布在入海三
角洲，这是最高和最年轻的埋藏阶地。



上文所说的滑坡历时一个多小时，形成四五个台阶。如今的
公路就修在一级阶地，朝上是三级阶地。阶地是河流历史时
期的河漫滩下切或抬升造成，由鹅卵石可以判断。

沿西江边一滑坡壁往上走到二级阶地，在第四纪，此处曾是
西江河漫滩，后来由于构造运动使河漫滩抬升，形成现在的
二级阶地。此现象体现了西江是摆动的，河流是下切的，两
岸是抬升的。沿途可见地上鹅卵石的成分多样，体现此处基
岩的多样性。

该地的三级阶地高50米，地势平坦，鹅卵石风化程度更深，
形成历史更长，但现被水泥盖住了。由于鹅卵石形成的致密
隔水层比较坚实，现此处建有一供水站。

通过观察，得出此处阶地鹅卵石的几个特点：（1）磨圆度好，
粒径不大，硬度不大，是河流长时间的搬运，所经距离远；
（2）具有多种多样的岩性，由于是主干流形成，上流很多物
质被带下来沉积，形成当地复杂的岩性；（3）阶地级数越高，
形成时间越长，风化作用越强，岩性越脆，越易碎。

因此，要确定各级阶地可根据以上三个特点，通过找砾石，
观察岩性，风化程度，磨圆度等方面来确认。

3.洪冲积阶地和洪积扇

肇庆市西江和北岭间有洪积扇地貌。13日下午15：30我们来
到了该洪积扇所在的耀辉园艺场，这里和我们所住的党校都
是建在北岭的洪积扇上的，地上原积的土都是来自洪积扇的，
广茂铁路的肇庆市北端部分也是修在洪积扇上。从来的路上
我们也看到不少依山而建的度假别墅，洪积扇是经过很长时
间堆积而成的，坡度相对比较平坦，在上面搞建筑是可行的。
我们观察到眼前的洪积扇剖面有五六米高，岩层组成是第四
纪时代的岩石，北岭的岩石主要是泥盘系的砂岩滚下来再堆
积成第四纪岩层的。裸露在外的红色岩石是砂岩，由长石、



石英组成，风化后易敲碎，在大气中变质后变黄生成fe2o3。
岩石特征自上而下，从扇顶到扇缘，依次是由粗到细的砂岩。

接着，我们来到东岗村一洪积扇和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进行
考察。肇庆市北部是北岭山脉，西江从肇庆市的西部流进，
在肇庆市的南端向东拐弯从肇庆市的南端流过，所以整个肇
庆市自北向南的地貌构成基本上是从山脉到洪积扇，再到冲
积平原的过渡。

洪积扇是由于山上下雨的雨水自沟谷出山口后，坡度骤减，
沟谷水流所携带的物质大量堆积，就形成了以沟口为顶点的
冲积锥或洪积扇。

过渡地带的地面有很多白色的泥土，踩上去比较柔软。过渡
地带的物质组成基本是粘土物质，既有冲积物又有洪积物，
岩性复杂。冲积平原和洪积扇共有的特点是前缘较薄，地下
水较浅，物质较细。两者的区别是：（1）冲积平原是远距离
搬运所致，而洪积扇是近距离搬运所致。如我们所考察的过
渡地带中的冲积物就是从西江中上游远距离搬运来的。（2）
结构成分上，冲积平原的砾石成分可以是任何岩石，而洪积
扇由砂岩组成。（3）结构上，冲积物的颗粒磨岩度好，而洪
积物的颗粒磨岩度差，并呈红色。

4.喀斯特丘陵和洞穴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地质地貌实习报告--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力，加上重力作用，溶蚀迅速扩大并合并，形
成地下河。

7月14日早上8点多，我们到达七星岩开始新一天的实习。步
入七星岩风景区，一路向前走，路的左边是砂质岩形成的侵
蚀丘陵，路的右边是石灰岩喀斯特地貌。途经一招财佛石像
前，抬头仰望，只见招财佛后面的山岩是一分界处，左边是
砂页岩，右边是石灰岩，两边的植被也有所不同。



接着我们来到位于阿坡岩下的双源洞，它是七星岩最长的静
水地下河，全长320米，洞中有两条溪水汇合，向东流出洞外，
故称“双源洞”，洞内有钟乳石。双源洞是发育在石炭系中
上统的壶天群灰岩，之前我们沿路看到的是石炭系下统的，
比较老。双源洞洞口上，断层、节理、褶皱均有。

岩溶发育须具备的条件是：（1）岩石是可溶性岩石，如石灰
岩。（2）岩石的透水性好。岩石的透水性影响着水向地下渗
流，关系到地下喀斯特作用的进行。岩石裂隙越发育，岩石
的透水性就越好。（3）地下水须具有侵蚀性，例如要具
有co2，能形成hco3－。（4）地下水必须是流动的，否则hco3－
饱和后不再形成。由以上条件形成溶洞，时间越长，溶洞越
大。双源洞具备以上条件，其岩性为石灰岩，位于两节理的
交汇处，裂隙发育，洞内有两条水源与外面的湖相连，使地
下河水不断循环流动。

我们继续向前走，据老师介绍，此处的喀斯特溶洞在60年代
作为军事用地，小的用作防空洞，大的用作军用机场。

转过禾原岩我们来到一题为“奇观”的钟乳石前，钟乳石就
像在山的表面长出的一大石柱，它是由二氧化碳溢出而形成。

双源洞还有另一个出口，北岭流过来的河流流进溶洞，形成
断头河。溶洞水冬暖夏凉（地下水20米恒温），地表水与此
汇集到落水洞。

离开双源洞后，我们登上马栏岗，该处是一个石灰岩侵蚀坍
塌后形成的大落水洞。落水洞是开口于地面而通往地下深处
裂隙、地下河或溶洞的洞穴。落水洞发育于不可溶的砂页岩
和可溶的石灰岩交界处，喀斯特作用特别旺盛。由背斜理论
可知，落水洞上面的岩石看上去是山，实则多是谷。落水洞
四周长满了植被，阳光很难直射到落水洞底，所以从岗上望
下去，一片漆黑，很难判断落水洞有多深。由于很难深入落
水洞去考察，所以我们无法得知雨水落入洞后，是沿什么路



径流动的。

在玉屏岩西面山脚，我们考察了玉屏岩和七星岩之间的断层
面。这是一个右行平锥平移断层，玉屏岩本与观音岩相连，
后来观音岩向南东移动，玉屏岩向北西移动，从而形成一左
旋断层。中间破碎带易被风化侵蚀，形成的粘土不透水，从
而蓄水成湖。观察此断层面走向的方法是：微观上根据擦痕
判断：用手摸断层面，若光滑则是沿其走向。综观上根据断
层阶步，顺则是其走向。

接着，我们还学习了如何用罗盘定地物方位。基本原理是先
打开罗盘盖，让罗盘盖上的镜子中轴线前端对准远方需要定
位的地物，线的后端指向观察者的胸前。稍后，指北针转动、
静止至微动，其所指的角度就是地物的方位了，而指南针所
指的角度就是人相对所指地物的方位。

当天13：15我们来到高108米的天柱岩脚下，喀斯特作用形成
的石峰十分笔直、陡峭，很少有石峰连接而成山脉。13：30
我们到达山顶的摘星亭。从山顶眺望，北岭山脉自北向南过
渡，北面有别墅建在洪积扇上。地形分布是：山前由倾斜平
原过渡到冲积平原；向南是西江水到阶地，接着是喀斯特丘
陵；冲积平原上是市区；七星湖上是七个喀斯特丘陵，石上
的坑洼是由雨点的机械侵蚀和雨点的侵蚀造成的。

5.皱褶和断层

7月15日早上8：30，我们到达正位于西江的峡谷地段——三
榕峡。峡谷段处在西江中游，峡谷段河流狭窄，水流速度快，
侵蚀能力强。我们所在考察的地点位于背斜的北翼，面前的
大山是北岭山脉的延伸，岩性是砂页岩。背斜的轴部往往是
比较低洼的地区。该背斜发育于最古老的泥盆系地层，主要
是砂页岩，页岩具有岩理，与泥岩都是由粘土矿物组成。整
个背斜朝北倾斜。



三榕峡这一段的岩层倾向整体上朝北倾斜，目视倾角大约
为30度。我们朝南走，找到一处岩层表面比较平滑的地方，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使用罗盘来测量岩层的倾向、倾角和走
向。由于岩层倾角与走向相互垂直，所以一般只需要测量岩
层的倾角，然后加上或减去90度就可得出其走向了。

9：40我们继续向另一个考察地进发，9：45到达了一个采石
场。此时我们基本到了背斜的轴部，岩层倾角近似水平，有
一点往南倾斜，此处岩石易破碎，节理最发育，人工采石时，
不需要花太大的人力、物力，当然，这里生产的岩石也有一
个缺点——坚硬度不高，一般不适合作为现代高层建筑物的
用材。

从采石场再往南走就是北岭的背斜南翼，岩层往南倾斜。至
此，我们基本观察完北岭山脉的背斜。再往南走时，我们发
现发育于泥盆系的岩层突然消失，从我们手上的地质地貌剖
面图，可以看到北岭山脉上标有一个大断层，该处断掉从泥
盆系到第四系6个系的地层形成断层。然后我们就在采石场观
察和拣石头标本。我们发现有不少石英砂、粉砂岩，而肇庆
著名的端砚就是用很细的石英砂和粉砂岩制作的。

中午时分，我们乘车回到党校。党校的公路也是修在洪积扇
上，我们途中下车选择两个点用罗盘测量了倾角，大约
为4、5度，越往上角度越大。

三地质地貌发展史

1.地质发展史

下古生代（pzl）大地构造为地槽构造特征，这个时期的褶皱比
较强烈。在距今5.7-5.0亿年的寒武纪时期，肇庆地区是个浅
海地区,有些地方的海相泥沙堆积达1000-1500m厚,这些堆积
来自华夏古陆(即今潮洲一带)。到奥陶纪（o）时期，发生了广
东范围的郁南运动使奥陶纪地层不整合于寒武纪地层之上。



海相同时发生了变化，海水深度受地壳、气候等的影响而由
深变浅。志留纪（s）后，距今4.0亿年，发生了著名的加里东
运动，影响整个肇庆地区抬升为陆地，而高要、德庆、罗定
等地还残余狭长的海湾。

到了上古生代（pz2），大地构造进入了准地台阶段，七星岩地
区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下泥盆世（d1）为陆地相，肇庆地
区已形成山地丘陵，没有沉积。中泥盘世（d2）有桂头群石英
岩和粉砂岩（d1-2gt），海陆相交互，有浅海相沉积。海水从广
西方向涌来，发生海侵现象，肇庆地区由陆地向海洋转移，
沉积物自西向东由粗变细，沉积物厚度由厚变薄，形成了老
虎坳和桂头群的不整合地层。到了距今3.4—2.8亿年的石炭
纪时期（c），整个肇庆地区继续沉积成浅海环境。初期气候温
暖，贝壳类生物繁殖很快，由于海水碳酸钙浓度高，含量大，
形成沉淀，石磴子灰岩（c1ds）由此形成。后来又发生海退，
许多地区都形成了滨海环境，出现滨海和沼泽，形成测水灰
岩（c1dc），存在煤系。到了中石炭世时期，气候炎热，海水
运动不强烈，流动性差，开阔的浅海台地生物不发育，在化
学作用下，生物化学风化、海水蒸发浓缩形成层理不发育的
白云石灰岩，即壶天组灰岩（c2+3ht）。从二叠纪到三叠纪，
仍呈海陆交互相，为滨海沼泽环境。

至中生代（mz），三叠纪时期（t）大地处于大陆边缘活动带，上
三叠纪（t3）到下侏罗纪（j1）发生的印支运动使整个广东省大
部分地区抬升为陆地。肇庆地区也从此脱离了海洋环境。

中侏罗纪（j2）至白垩纪（k）（距今1.95—0.55亿年），发生了
五幕燕山运动。其中第三幕燕山运动（距今1.55—1.35亿年）
时期，花岗岩体入侵，熔岩侵入，后来钙质被剥蚀使花岗岩
出露地表，形成现在西江南岸的花岗岩群。至此，地质发育
情况趋于稳定。

2.地貌发展史



第四纪中更新世(q2)以前，主要包括白垩纪（k）、早第三纪（e）、
晚第三纪（n）、早更新纪（q1），即距今1.5亿－70万年之间，由
于燕山运动，喜山运动的构造作用以及以后的长期侵蚀、溶
蚀作用，在中更新世以前肇庆地区的基本轮廓就已形成了。
北面形成侵蚀低山，南面为侵蚀丘陵，中间形成东西向的西
江以及宽阔的西江低地、旱峡、羚羊峡。在早更新世末期某
一阶段的地壳相对稳定时期，形成了北岭南坡的洪冲积扇，
西江两岸则形成河漫滩，在七星岩的水平流动带形成地下河。
（根据第四层水平溶洞经过四次构造抬升，抬升到目前的65
－75m高度）。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地质地貌实习报告--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在中更新世（q2）时期的陆相环境，早更新世
（q1）末期与中更新纪（q2）初期之间，七星岩地区快速地抬升
了20多米（这是根据第三、四层水平溶洞之间的高度差值估
算出来的）。由于基面下降，地壳的快速抬升造成了水流下
蚀，喀斯特水向下溶蚀加强，使七星岩地区原先的水平流动
带抬升为干溶洞，成为垂直上升带。西江河漫滩上升形成河
流阶地，原河床上升为河漫滩；北岭南坡形成洪冲积扇，而
后洪冲击扇抬升为洪冲积阶地。当地壳处于稳定阶段后，七
星岩形成新的地下河，北岭山上河流带来桂头群的角砾石
（第二层溶洞堆积物）在地下沉积，西江河谷形成新的河漫
滩，北岭山前形成新的洪冲积扇。在中更新世的第二阶段，
地壳开始快速抬升了20米（根据第二、三层水平溶洞之间的
高度差值或第二、三级河流阶地之间的高度差值估算得出
的）。因此，形成了干溶洞、石灰华、钙华地貌，原先的河
漫滩又抬升为河流阶地，北岭山前形成新的洪冲击阶地。

至距今两万年，即晚更新世（q3）末到全新世（q4），海平面下
降对河流阶地产生了两个效果：（1）基面下降，河流下蚀，
有利于河流阶地发育；（2）海平面下降（距今602019年），
海洋水容积减少，荷载减轻，牵引广东大陆构造抬升，冰期
过后，广东大陆构造下沉，第一级和河流阶地在洪水期被洪



水淹没，形成第一级半埋藏阶地。这一时期地壳表面以风化
侵蚀为主，颗粒小，呈红色，剧烈风化。

四结束语

大学的第一次野外实习很快结束了，我们这次的“笃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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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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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的使用，
一些考察的细节如做笔记应该用铅笔等等，学会基本的考察
报告的写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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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和各地的典型地质地貌的兴趣，这
些都将对我们日后的学习乃至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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