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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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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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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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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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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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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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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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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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胜地七星岩因七座奇峰列峙如北斗七星，故得名。七星
岩的七个秀丽喀斯特石峰是阆风岩（峰顶高程103.3m）、玉屏
岩（99.8m）、石室岩（89.8m）、天柱岩（108.0m）、蟾蜍岩
（89.9m）、仙掌岩（61.8m）和阿坡岩（119.6m）。这七座岩是背
斜中部被侵蚀挖空后的两翼形成的山岩，称为残峰。这里各
级溶洞发育良好。溶洞发育初期是地下水沿着细小的裂隙，
如层面、节理面、断层面等流动，并进行溶蚀，当孔隙完全
被水充满后，水就有了承压性，溶蚀能力加强。随着空隙的



扩大和水流量的增加，地下水具有了机械侵蚀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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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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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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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更新世（q3）时期，地壳大幅度抬升几十米。由于构造上
升，西江水流下切，西江河床的基岩面由此形成，第二级河
流阶地也形成，中更新世(q2)的七星岩的地下河抬升形成干
的水平溶洞。晚更新世(q3)抬升以后，从此地壳以间歇性缓
慢下降为主要运动方向，出现了埋藏阶地。虽有局部的上升，
实际冲积层厚度超过了正常冲积层厚度。(正常冲积层厚度
为20米，肇庆冲积平原地区最厚冲积层厚度竟达60米，旱峡
在全新世淤塞，其冲积层厚度竟达90米)。在晚更新世（q3）时
期，在羚羊峡进口和出口附近有来自山地的两条溪流，沿北
岭与龙门之间的向斜构造下蚀和溯源侵蚀，切开源头分水岭，
形成西江旱峡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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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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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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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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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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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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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名的端砚就是用很细的石英砂和粉砂岩制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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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更新世（q3）时期，地壳大幅度抬升几十米。由于构造上
升，西江水流下切，西江河床的基岩面由此形成，第二级河
流阶地也形成，中更新世(q2)的七星岩的地下河抬升形成干
的水平溶洞。晚更新世(q3)抬升以后，从此地壳以间歇性缓
慢下降为主要运动方向，出现了埋藏阶地。虽有局部的上升，
实际冲积层厚度超过了正常冲积层厚度。(正常冲积层厚度
为20米，肇庆冲积平原地区最厚冲积层厚度竟达60米，旱峡
在全新世淤塞，其冲积层厚度竟达90米)。在晚更新世（q3）时
期，在羚羊峡进口和出口附近有来自山地的两条溪流，沿北
岭与龙门之间的向斜构造下蚀和溯源侵蚀，切开源头分水岭，
形成西江旱峡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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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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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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更新世以来，北江和西江的阶地、地壳运动及其生产利用
刘尚仁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4），p135－142。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篇三

砂岩、夹粉砂岩；在西江南岸侵蚀低山、侵蚀台地和冲积平
原上也有部分出露。在断层线附近还有老虎坳组(d2l)的砂砾
岩、石英砂岩夹砂质页岩、泥质页岩，估计是上覆新地层被
侵蚀掉而出露表层的。



另有两组为晚泥盆世地层，分别为帽子峰组(d3m)的页岩、粉
砂岩、砂岩互层、夹灰岩和天子岭组(d3t)的灰岩和泥质灰岩、
夹钨质页岩。

4.石炭系（c）

石炭系的地层广泛出露于西江北面的冲积平原上，由西江北
岸出发，向北岭方向分别从岩关阶（孟公坳组）(c1y)砂页岩
过渡到测水段(c1dc)石英砂岩、泥质页岩夹煤层。

七星岩地区也主要为石炭系的地层，石牌附近为石磴子
段(c1ds)微粒灰岩夹泥质页岩，阿波岩为壶天群(c2+3ht)白
云石化灰岩、微粒灰岩、夹角砾状灰岩。

5.二叠系（p）

龙潭组上部(p2lb)石英砂岩、页岩与粉砂质页岩互层、夹煤层
只在图中西江东南的冲积平原上找到一处，位于高要市东北
部。

6.三叠系（t）

这一时代的岩石出露得不多，可以看到只在高要市西北的山
地有分布。为砾岩、砂砾岩、石英砂岩、粉砂岩与泥质页岩
互层、夹灰质页岩及煤层(t3r-j1a)

三叠纪时期比较重要的地层是晚侏罗世燕山三期黑云母花岗岩
(〥32(3)），这是在发生在三叠纪的燕山运动中形成的，主
要分布于西江南岸，形成黑云母花岗岩群；另外在羚羊峡附
近的西江沿岸和鼎湖山区也有较多出露。

7.第四系（q）



主要分布于西江沿岸的冲积平原上，为现代河床沉积。其中
南岸主要是砾石、砂夹红黄色粘性土，北岸主要为砂、砂砾、
夹粉砂质粘土；另外在市区北部公路附近还有砂、砂砾、砂
质粘土、夹泥炭及淤泥层的第四系地层。

（二）构造

1.褶皱

肇庆地区的褶皱是在构造运动中岩层受力弯曲变形所形成的，
几乎整个肇庆地区都处于这一大型褶皱构造之上。北岭、栏
柯山是桂头群为主的背斜山，中部平原是石炭系灰岩为主的
复式向斜谷。

肇庆平原的沉积主要来自西江对凸岸的沉积，大约距今三至
四亿年前，在肇庆地区首先沉积了砂岩和页岩，后来又沉积
了一层厚达百多米深的石灰岩。由于地壳运动的影响，形成
向上弯曲突起的构造，即“背斜构造”，原来水平排列的底
层变成了向侧斜倾的地层，两侧岩层倾向相反，分别形成南
北两翼。

2.断层

从地质图上看到，在北岭山有一段连续的`正断层，还有一些
性质不明的断层和岩层不整合面。

我们知道，北岭山地层岩性主要为泥盆系的砂页岩，七星岩
为石炭系的石灰岩，按照地层时代来看，年代老的泥盆系地
层应该在较新的石炭系地层之下，但是北岭比七星岩高出许
多，原因就在于地壳发生过断裂，上升一侧突起成山，低降
一侧形成低地。北岭断裂时上升成山，露出了古老地层；肇
庆平原就断陷成为西江谷地。北岭山脚就是一条断裂带。

我们在七星岩公园能够看到明显的大型断层崖和断层三角面。



北岭南坡和鸡笼山北坡的“断层崖”实际上是由抗蚀强岩石
形成的断层线崖。北岭南坡的“断层三角面”实际上是该背
斜山的向南倾斜的蚀余层面；该断层在北岭林场场部、西江
大学的北面洪冲积地形基底通过，并无错断这类地貌。

这一断层属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北西向断层，它的形成定型
于喜山期末期，即新构造运动的主要活动时期。

地质地貌实验报告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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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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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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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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地貌实验报告篇五

1.石佛寺水库。具体内容：初步了解水库在解决洪水灾害、
改善生态环境和全流域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起到的作
用。

2.沈阳市森林公园。具体内容：地质构造的野外识别；实习
区域内的岩石及矿物的肉眼鉴定及标本的采集；了解各种层
面构造(波痕，雨痕，泥裂等)；观察沉积岩的层理构造；岩
石的风化及岩石不同风化程度的风化带的观察；认识丘陵地
带地貌。

3.棋盘山水库。

具体内容：水库坝址与坝型选择的工程地质条件。

1.明确水库的构成，了解水库的整体情况；

2.坝址与坝型选择的工程地质条件；

3.库区选择的工程地质条件

4.土坝的防渗措施

5.了解护岸的类型等。

20xx年6月25日星期六石佛寺水库今天是进入实习的第一天，
天气十分的晴朗。我们在老师的安排下，早上七点半准时出
发，于大约九点达到石佛寺水库库区。

当汽车行驶在一条通往水库控制中心的长约7公里沿河大坝上
的时候，远远地就能看见一条白色的护坡。



怀着对水库的大坝的强烈的好奇心，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看那个横跨于辽河之上的拦河大坝上的基础设施，观看泄洪
闸门，以及泄洪道的构造。

接下来便是石佛寺水库的高局长给我们讲解了有关水库的一
些相关知识，使我们对石佛寺水库有了而更进一步的认识。

石佛寺水库工程是辽河干流上唯一的控制性工程，也是国内
流域干流上大型的平原水库，控制流域面积为164786平方公
里，工程坝型为均质土坝，枢纽为二等工程，永久性建筑物
为二级。其主要功能是担负辽河干流中下游的防洪任务。工
程的建设使辽河中下游地区防洪标准由3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
一遇，远期满足“北水南调”工程反调节水库的要求。主要
建筑物由42.7km长的主副坝和泄洪闸16孔总宽248.5米、净
宽200m的泄洪闸组成，水库最大库容1.85亿m，跨越沈阳和
铁岭。

石佛寺水库的设计目标就是：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也为
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它的出现，不仅能提供向沈阳市日
供水20万吨的能力，同时也在解决辽河的洪水灾害、改善辽
河的生态环境和全流域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将起到极
为关键的作用。

听完高局长的介绍后，我们在他的带领下，也很荣幸的参观
了水库的调度控制中心。

在控制中心，高局长告诉我们，石佛寺水库的调水控制中心
控制着整个水库的调水情况，泄洪闸的闸门起落控制系统有
两套控制系统。它可以由位于闸门上方的手动控制器控制，
也可以由控制中心发出信号进行控制，这两套系统都能精确
地控制闸门被拉起的高度，从而控制水流向下游的流量。而
闸门采用的是双层闸门，只有当下层的闸门被提起到一定的
高度后才能同时提起上面的闸门，这样的设计不仅降低了拦
河大坝的整体高度，节约了建设成本，而且也使得坝基更加



的牢固，大大的提高了最大蓄水位。通过安装在不同地方的
摄像机传回的图像可以完整的反映水库的水位情况以及是否
外渗的情况，确保整个水库的正常运行。同时我也知道了水
库之所以选择在是佛是这样的平原地区，主要考虑因素有地
形地貌、以及对经济产生影响等因素考虑，最终选址在石佛
寺，并以地名命名此水库。

大概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结束了我们愉快而又充实的实习日
程。

20xx年6月26日星期日沈阳森林公园经过昨天对石佛寺水库的
初步实习，我们班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与激情在八点准时出发
前往位于沈阳市东北郊新城子区马刚乡境内，南距沈阳市中
心40公里的沈阳森林公园。经过一个半小时到达目的地。小
憩一会后，便开始了我们此行的实习之旅，尽管天着小雨，
可丝毫没有影响我们这次实习的积极的热情。

我们的实习是从登上开始的，老师沿途给我们讲解途中遇到
的各种岩石的性质以及它的形成条件。老师给我们首先介绍
的就是沉积岩，沉积岩是暴露在地壳表层的岩石(岩浆岩、变
质岩、沉积岩)在地球发展过程中遭受各种外力的破坏，破坏
产物在原地或者经过搬运沉积下来，再经过复杂的成岩作用
而形成的岩石。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主要是页岩。其次我们还
看到了一些层理构造，例如沉积岩上面的波痕、泥恨、雨痕
等。形成的这样的岩石，一般都比较坚硬，适合做水坝的坝
基，是大坝坝址的较好选择，但是在这样的岩石上建坝的时
候，必须考虑到裂缝出现对水库的影响，从而需要考虑水库
的渗漏问题。

经老师的详细介绍，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泥裂和波痕及雨痕。
泥裂又称干裂、龟裂纹，是指泥质沉积物或灰泥沉积物，暴
露干涸、收缩而产生的裂隙，在层面上呈多角形或网状龟裂
纹。波痕是由风、流水和波浪作用在层面上留下的一种波状
起伏痕迹。波痕是典型的沉积构造之一。雨痕则是雨滴打击



未固结的细粒沉积物表面所留下的痕迹，但比较少见。这些
特征反映了沉积岩的生成条件和形成环境的特殊性，同时也
是我们研究古地理地貌的标志。

在半山腰的时候，我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远眺，感受到
了典型的丘陵地带地貌特征。

接下来老师还带领我们认识了断层。在顶峰，在这里尽览山
下风景之余，我们很清晰的看到了断层，断层就是破裂面两
侧的岩块有明显的相对位移的一种断裂构造。

完成此次的实习任务之后，我们自由活动尽览一切森林公园
的美景，下午2点左右，我们带着疲惫却又充实的满足感踏上
了回学校的路途。

20xx年6月27日星期一沈阳市棋盘山水库今天是实习的最后一
天，丝毫没有感受到同学们这两天的实习的疲惫，反而越发
的精神。像习惯一样，我们八点整准时从学校出发，前往新
的目的地：沈阳市东北部距沈阳市中心约20公里的棋盘山水
库。

今天老师主要给我们讲解了关于棋盘山水库的选址以及大坝
特点。通过老师的讲解，我明白了棋盘山水库东西长3.63公
里，南北宽容1.5公里，面积为5.04平方公里，正常蓄水量为
三千万立方米，大坝坝顶正常水位达94.5米，库区平均水深
达六米以上。同时它是一座山区水库，因此对于坝址的选址
需要相当的严格，既要考虑坝基渗漏问题，又要考虑地形地
貌特征以及周边岩石的结构与构造。同时，，棋盘山水库采
用的是土石坝结构，不能够堰顶过水。因此，对于拦河大坝
选址也相当的重要，适当的选址可以大量的减少工程造价。
而护岸则要采取加固保护措施，增加防浪墙。

后来老师又给我们讲解了关于褶皱的形成。褶皱是组成地壳
的岩石受构造应力的强烈作用，使岩层形成一系列弯曲而未



丧失其连续性的构造。

学习之余便是对棋盘山风景的无限享受。我们于下午大约2点
顺利返回学校，预示着我们的三天实习也告一段落。

不得不感叹实习结束的如此之快，他给了我们一次实地考察
地形地貌以及接近大自然的机会，让我们更好的将理论知识
与实践结合起来，提高了我们的观察能力、动手操作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不但让我们有了巩固所学知识
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同学的交流，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