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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克什克腾概况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位于大兴安岭南端，与内蒙古高原东南端接壤之处，
地理位置是北纬 42°20' ～ 44°05'，东经 116°10' ～ 118°，相对位置是位于赤峰市西
部，东部与林西县和翁牛特旗相邻，西北部与锡林郭勒盟接壤，南部与河北省相接。
克旗总面积为 20 673 平方千米，是赤峰市面积最大的旗，占全市总面积的
20. 45%。

克什克腾地势较高，东部为中山山地，西部为地上丘陵相连的高平原。东中部
是西拉沐伦河谷地带。受纬度、海陆位置地貌等的影响，具有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特
征，并且大陆性气候特征较为显著。受地貌、气候等各种因素的控制，其自然带分
异比较明显，东部是山地森林区，西北部为高原草原区，西南部为浑善达克沙地边
缘区。因此，克什克腾以农、牧为主，并有一定规模的林业基础。

克什克腾是皇家卫队的意思，该名源于元朝，该旗的版图大致呈菱形，就像个
熊。在地质历史上克什克腾旗曾经历了第三纪末至第四纪的大规模火山喷发、冰
川运动、冷暖、干湿交替的气候演变，带来了沙漠的进退、河流湖泊的伸缩，相应地
出现了森林、草原沙地植被的更替。特征是经过冰期和间冰期的拉锯，这里成了冷
暖生物区系南下、北上的通道，而干湿变化又造成了森林、草原的东西位移，使克什
克腾旗处于东亚阔叶林、欧亚草原和岭北针叶林生物区系的交汇处，生物物种十分
丰富。

克什克腾独特的地质地貌，使其 2005 年晋升为世界地质公园，成为世界地质
公园大家族中的一员。黄岗梁以其巍峨的雄姿屹立于大兴安岭的西南，它是大兴
安岭的最高峰，海拔 2 036 米，可谓是大兴安岭的山脉“龙头”。西部从丘陵、台地
逐渐过渡到呼—锡高原。高原上水草丰美，是著名的贡格尔草原，以达里诺尔湖为
主的湖泊星罗棋布，像无数颗晶莹的珍珠散落在其间。南部为浑善达克沙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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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榆树树林植被，使浑善达克别具一格，景色诱人。大青山冰臼群是我国目前
发现的众多花岗岩冰臼中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地方。阿斯哈图石林，给花岗岩地貌
增添了新内容。远古时期无数次的火山喷发，留下了达里诺尔地区道道玄武岩熔
岩台地和五十多个火山锥，留下了热水温泉。冰山的撞击和沙的掩体留下了木石
匣川的神秘峡谷，留下了珍贵的白音敖包沙地云杉林。人类社会的动荡和朝代的
更替，给克什克腾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神奇的自然景观，使她成为我们学
习大自然知识的天然课堂。

二、克什克腾旅游景观的空间透视

旅游景观是指自然和人文诸要素构成的具有旅游价值的地域综合体，空间性
是旅游景观的基本特性。所谓克什克腾旗旅游景观空间透视，即对克什克腾旗旅
游景观进行空间角度的判断，包括形态和意境两个方面。

克什克腾位于大兴安岭南段与内蒙古高原东南端的接壤之处，地势较高，东部
为中山山地，西部为低山丘陵相连的高平原，中东部是西拉沐伦河河谷地带。受纬
度、海陆位置、地貌等的影响，自然带分异比较明显，造成了克什克腾旅游景观及天
然草原、冰川遗迹、古火山、森林、湖泊、沙地、古迹与一体。

1. 克什克腾旅游景观的水平空间形态
方位、距离、形态、规模是构成空间形态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在

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使旅游景观的空间形态多样化。
( 1) 克什克腾旅游景观的水平空间形态。就克什克腾旅游景观水平角度而言，

空旷性和闭锁性是克什克腾景观基本的空间组合形态。空旷性是指景观内部地面
空旷、开阔，视线可以延伸至很远，甚至无穷远，给人旷达豪放之感，同时由于视域
广而远，从而使景物形状、线条等不够鲜明。位于克什克腾西部距经棚镇 35 千米
的贡格尔草原最为典型，草原面积 480 万亩，坦荡如砥的大草原水草丰美，风光秀
丽，从水平视觉上真正体会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意境，给人以回肠荡气之感。
像贡格尔草原这样空旷的旅游景观，身临其境当然可以欣赏，但如置身于某一特定
位置则效果更佳。山顶之所以成为景观最佳处，就在于可以对邻周景色一览无遗，
即使地势不高，但由于位置极显，也常成为观景之佳处。像白音敖包、砧子山、曼陀
山顶等。

闭锁型是指视线之内和视平线以上存在屏障、景物，景致离人的距离较近，其
形状、线条等明晰可辨，具有清新感和亲切感，如位于克什克腾的达里诺尔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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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部、西北部被玄武岩台地环绕，南侧被东西横亘的浑善达克沙地阻隔，东、东北
则是一片宽阔的湖积平原。从局部看，达里诺尔湖东有岗更诺尔( 牦牛泡子) ，西有
多伦诺尔( 鲤鱼泡子) ，作为其姐妹湖。贡格尔河、沙里河、亮子河、耗来河河水源源
不断地流入湖中。湖区东南岸为曼陀山，湖的西北面可以看到一条土筑的长龙，蜿
蜒而去千里，这便是闻名于世的“金边堡”。湖北岸有砧子山( 古火山) ，崖上留有
先民的岩画，湖西有应昌路遗址。达里诺尔湖之所以成为绝佳的旅游景观不能不
认为与闭锁性有关。

实际上空旷型和闭锁型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互存互补的。笔者曾自驾车，自
北向南横穿了贡格尔草原—浑善达克沙地—黄芪塔拉—元宝山牧场—乌兰布统。
其中元宝山牧场实际上是介于空旷型和闭锁型之间，而它恰恰取了两种景观的优
点，既有空旷的草原牧场，同时又有地形起伏的变化，使得元宝山牧场的旅游景观
更加别具一格，景色诱人，至今仍令笔者回味无穷。

( 2) 克什克腾旅游景观垂直空间形态。这些类型多出现在山区。山岳景观之
所以成名，与这种形态所体现出来的可以被认为是水平形态的垂直变化，即空旷型
和闭锁型在高度上的交替呈现有关。位于大兴安岭最高峰黄岗梁北约 40 千米的
北大山上的阿斯哈图花岗岩石林呈北东向展布，分布面积为 5 平方千米，所在高程
海拔 1 700 米左右，其形态似云南的路南石林、元谋士林，新疆的雅丹地貌和现代
冰川的冰林地貌。站在北大山上远望花岗岩石林犹如远古人类建造的城堡，平地
突起，峥嵘险峻，沧桑破败，犹如骏马飞驰，奔入眼底。近品石林，千姿百媚，如人、
如塔、如兽，栩栩如生，如人工刻意雕琢，使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克什克腾大青山空间的转接则急剧突变，容易产生新奇，具有出其不意的效
果，大青山位于大兴安岭的最南端，距大兴安岭最高峰黄岗梁 30 多千米，由燕山花
岗岩组成，山体挺拔，多奇峰怪石，山峰连绵 10 多千米，最高峰海拔 1 594 米，高出
西拉沐伦河面约 740 米( 相对高度) 。大青山自然景观十分优美，相对高度大更突
出了险峻，而山顶极为平坦，上面分布有世界奇观———冰臼群。我们可把登上大青
山顶看做是空间水平形态和垂直形态的结合点，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大青山的旅
游景观更具魅力。克什克腾旗旅游景观由于其方向和连接方式的不同，而具有不
同的特征，从克什克腾旗旅游景观看，以垂直连接为主的空间秩序比较陡峭、险峻，
而水平组合的序列比较娴和、幽静，空旷型的边界比较空透，空间组接相对平和自
然，而克什克腾旗旅游景观闭锁型边界并不十分封闭。

2. 克什克腾旅游景观的空间性
克什克腾不同旅游景观有不同的欣赏境地，而这种欣赏意境的不同又与旅游

景观空间的组接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对克什克腾旗旅游景观的空间透视，还须从
意境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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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克什克腾旅游景观归类和欣赏。雄伟意境:由于山或水的相对高度和坡度
所产生的总的气势。大青山相对高度 700 多米。位于辽阔坦荡的贡格尔草原东
缘，从而产生“雄伟如斯”“一览众山小”的高大形象，而响水大峡谷则取决于峡谷
的深度切割，是一种负地形雄伟意境。旷达意境:由于无遮挡的视野空间所构成的
意境，地面坦荡，视域开阔，极目无际，身临其境而使人心旷神怡。贡格尔草原、浑
善达克沙地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意境。秀丽意境:包括雅致、精巧、清秀等风格，开合
转曲分明，色彩葱绿，线条柔和。仅就河流而言，最能体现秀丽意境的要属连接达
里诺尔与多伦诺尔的耗来河。耗来河河流总长只有 17 千米，而且很窄，最窄处仅
有十几厘米宽，一个笔记本放上去就成了桥，可谓世界上最窄的天然河。一条大鱼
挤过去，可以顺手捞到，这条当地人叫嗓子眼河的袖珍河，河道和水流非常稳定，有
宽阔的河漫滩和牛轭湖，它具备天然河流的一切特征。因为草原季节变化明显，尤
其是每年的 6 ～ 8 月份河流附近景观具有南方灵秀的一面，这样似“小桥流水人家”
的意境，怎能不称之为秀丽呢。幽深意境:以丛山深谷或伸展的山麓为地形基础，
辅以铺天盖地的高大林木而形成，景点的视域比较窄小，光线弱，空气洁净，景深而
层次多。白音敖包沙地云杉林四季常青，成树高达 18 米，郁闭度高，当你进入林
中，产生幽深意境便不足为奇了。

雄伟、险峻、奇特的意境多由垂直组接方式为主的景观形成，而旷达、秀丽、幽
深意境则多与水平组接方式为主的景观有关。其中旷达型与幽深型又分别属于空
旷型与闭锁型空间组接方式。事实上上述四种意境可以归为阳刚意境和阴柔意境
两种，前者包括雄伟、旷达意境，后者包括秀丽、幽深意境。

( 2) 克什克腾旅游景观意境的空间性。克什克腾旅游景观属西辽河流域，虽然
影响旅游景观意境的自然因素众多，如地形、岩性、植被，但最重要的是降水。降水
量的多少，使得旅游景观在形态、色彩、线条、意境等方面产生明显的分异。因此，
我们以降水量作为划分旅游景观意境的主要依据。一般讲，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
以下地区属阳刚意境，800 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上的区域是阴柔意境，至于 400 毫米
到 800 毫米的区域，则是阳刚意境和阴柔意境的转换地带。克什克腾降水量从东
南向西北递减，东南山地受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年降水量为 450 ～ 500 毫米，南部
受海洋气团影响较大，年降水量也在 450 ～ 500 毫米，而中部降水量较少为350 ～
400 毫米，主要由于东部山地的阻挡和东南季风过山下沉增温所造成的。从降水
量空间分布看，克什克腾旗旅游景观是以阳刚意境为主体的，多雄伟、旷达意境。
这和当地的习俗密切相关。

克什克腾旅游景观是美丽的，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更是一个神秘的旅游景观
世界。漫漫的岁月，掩埋了混沌的烟尘，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丰富的旅游景观
却绵延不断地被传承下来，使后世的人们透过亘古不变的时空感受到久远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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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波澜。克什克腾曾发生大陆拼接，西拉沐伦河为地缝合线，河谷两岸应属于两
个不同的陆块。而火山的爆发、冰川的来临和冷暖的交替，使这里时而硝烟弥漫，
时而冰雪覆盖，时而汪洋成海，时而碧草如茵。大自然的伟力将克什克腾旗旅游景
观变得千姿百态，讳莫如深，也使得克什克腾的旅游景观在这特定的空间得以展
示。克什克腾独特的地质地貌是野外实习的理想场所，让我们走近她，了解她吧
……

三、地质地貌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地质地貌是实习教学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课堂教学的继续，
也是让学生掌握地理调查与研究方法的一个独立的教学环节。此外，实习对于学
生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地质地貌实习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即人类生活在其中的地学环境的科学，是
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科学。地学研究的客体对象，其空间规模具有地域性的特点，
这就决定了地学的研究方法，除要较多地运用地图或遥感技术之外，还要求地学工
作者必须脚踏实地地去直接接触它的研究对象，亲自到野外，去观察、去研究。人
们对于区域地学的认识，以及地学的许多基础理论，都是在地学工作者大量的野外
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即使现代地学的研究手段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实验室的研究
已成为地质地貌研究的重要方法，但这些方法的运用都必须建立在野外调查与研
究的基础之上。

地质地貌野外实习是地学专业课堂教学的继续。学生在书本上和课堂上所学
到的专业知识，大都是十分抽象的。他们要靠以往在生活中和学习中所积累的有
限的感性认识，去理解所学的地学知识和理论。由于没有或很少直接观察到他们
所研究的对象，因此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常常是肤浅的或不准确的。只有到野外亲
自看到了它们，才能使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理论得到印证，从而加深对问题的理
解和记忆，并提高学生的地学思维能力。此外，在野外实习中，还可以学到许许多
多书本上和课堂上没有涉及的知识，从而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

地质地貌野外实习是让学生掌握调查与研究方法的重要的教学环节。野外考
察是地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不论是普通地学的研究，还是区域地学的研究，都需要
进行一定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大学地学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地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掌握区域考察与研究的技能和技巧。为此，野外实习就成为地学教育计划中的一
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能力，对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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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地质地貌实习是学生接触大自然和接触社会的难得的机会，也是学生集中进

行德、智、体、美全面教育的难得的机会。学生到野外，一方面开阔了视野，巩固了
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另一方面，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很多地理学问题，促使学
生去思考、探索，从而会使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会转化为学生们进
一步学好专业知识的动力。通过野外实习，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组织纪律观念、克服困难的毅力等，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和加强。通过调查与
研究的实践，学生会更加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说，野外实
习是内容最为生动、最为丰富的教育环节之一，除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教育外，还
可以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劳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

地质地貌野外学习是教学计划中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因此，应加强对这
一教学环节的成绩考核。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分科记录成绩，也可以综合评分。根
据野外实习的目的和要求，还应该注意对学生在实习期间的思想、作风和能力等进
行全面的考核。

四、利用 GPS确定地理坐标

GPS工作原理: GPS 卫星定位技术是通过安置在地球表面的 GPS 接收机同时
接收 4 颗以上的 GPS卫星发出的信号来测定接收机的位置，即显示出本地的坐标。
坐标有二维、三维两种坐标表示，当 GPS 能够收到 4 颗及以上卫星的信号时，它能
计算出本地的三维坐标:经度、纬度、高度。若只能收到 3 颗卫星的信号，它只能计
算出二维坐标:经度和纬度。这时它可能还会显示高度数据，但这数据是无效的。
GPS的工作原理是利用 3 颗以上的卫星的已知空间位置可交会出地面未知点( 用
户接收机) 的位置。

地理坐标:
( 1) 经度，所有通过地轴的平面都和地球相交成为圆，这就是经线圈，每条经线

圈都包含两条相差 180°的经线，一条经线则只是半个圆弧。1884 年，经过国际协
议，确定以通过当时的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经线，即经度的零度线。
经度是沿着纬度计算的，因此，某地的经度就是该地所在的经线与本初经线之间的
角度差距，亦即这两个经线平面在地轴上的夹角。由本初经线向西度量为西经，向
东度量为东经，各 180°。

( 2) 纬度，地球南北两极的连线就是地球自转的轴线，也叫地轴。所有和地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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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的平面都和地球表面相交成圆，就是纬线。所有纬线相互平行，赤道是最大的
纬线圈，其所在的平面通过地心。由赤道向南或向北，纬线圈半径都有规律地减
小。一地的纬度就是当地的铅垂线与赤道平面的夹角，赤道的纬度为 0，由此向南
为南纬，向北为北纬，南北两极的纬度各为 90°。但由于一地铅垂线与赤道平面的
夹角不容易测定，可以利用仪器进行间接测量。由经线和纬线构成的经纬网是地
理坐标的基础。

实习准备:
( 1) 仪器用品的准备，手持式 GPS定位仪、实习区1∶ 10 000地形图、铅笔、记录

本。实习地点的选取，选择有典型地形物的地区。建议实习和综合自然地理实习
结合，用于确定目标地形、地物的地理坐标。

( 2) 实习步骤，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一个小组配备一台 GPS 定位仪和一张地
形图。根据说明书，在老师的指导下熟悉手持式 GPS定位仪的结构、功能和操作程
序。各小组选择自己的测量路线和测量目标，利用 GPS 确定测量目标的精确地理
坐标并记录。对照地形图读取的测量目标地理坐标，分析两者误差的大小和原因。
注:用 GPS定位仪测量某一地点地理坐标时，将 GPS 定位仪平放在测量地上面，需
静止一段时间，等读数稳定以后再读取坐标值。另外，GPS 定位仪比较费电池，多
数 GPS定位仪使用四节碱性电池，一直开机可用 20 ～ 30 小时，长时间使用时要注
意携带备用电池。大部分 GPS定位仪有永久的备用电池，它可以在没有电池时保
持内存中的各种数据不会丢失。

( 3) 实习小结与拓展: ①了解地理坐标的概念和记录方式，学会使用手持式
GPS定位仪确定目标地点的地理坐标;②了解通过北极星高度测定纬度，利用立杆
测定经度和纬度的方法，并利用上述方法测定当地的地理坐标。

·7·

第一章 绪 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克什克腾地质

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学习地质就要走出室内，接触野外，观察地
质现象，这是深化地质课堂教学的过程。它可使学生在野外地质体中找到地质概
念的原型，从而加深对地质概念和地质作用的理解，使抽象的地质理论更加具体
化、形象化。

一、克什克腾地质

( 一) 大地构造位置

克什克腾大地构造位置为中朝准台地之北部、内蒙古兴安海西晚期褶皱带的
南缘( 传统地质学) ，按地质历学的观点，该处为天山—阴山纬向复杂带与华夏、新
华夏系交汇之处。因此，由于该处部位，决定了构造、岩浆和地质分布的复杂性。

( 二) 地层概况

该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古生界( 缺失前震旦系老地层) 、中生界和新生界。
奥陶—志留系
为该区时代最老的地层，出露在西拉沐伦河两岸及白音查干一带，呈北东向分

布。从下到上分三层:主要为大理岩、片麻岩类、片岩及板岩等，总厚度 1 451 米。
二叠系
为该区最主要的地层之一，出露面积大，分布广泛，发育齐全。区内南西及北

东均可见到。主要为浅变质的砂、板岩、灰岩、角斑岩、凝灰岩和安山岩组成，厚度
大于 16 869 米，走向为北东，局部在北西和近东西向，由浅海相、海陆交互相、火山
岩相组成。该区与内生多金属矿产( Cu、Pb、Zn、Sn、Mo 等) 关系十分密切，著名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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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黄岗梁( Sn、Fe) 和白音诺尔( Pb、Zn) ( 巴林左旗) 即赋存在此岩类中。
侏罗—白垩系
此岩系亦是区内较发育的地层之一，分布广泛，出露面积大。从下到上分三

层:下部为砂、板岩，中部为酸性熔岩和凝灰岩，上层为安山岩和少量碎屑岩。为一
套陆相火山—火山沉积和湖相沉积物，局部层位含薄层劣质煤。

第三系和第四系
大面积分布于区中南部，构成平坦、开阔、高台地形。第三系岩层产状近于水

平，主要为辉石橄榄玄武岩及橄榄辉石玄武岩组成，夹薄层煤，个别含油。
第四系地层分布全区，但不很发育，主要为亚砂土、黄土、风积沙和近代沉积。

( 三) 岩浆岩

岩浆活动频繁，多期多次，旋回明显，岩石类型较齐全，与矿产关系密切相关为
其显著特征。

从区域岩浆分布看，从西北—东南有三条岩浆带，呈北东向( 条) 带状相间排
列，构成陡峭高峰地貌。

主要岩性有:超基性—基性、中性、中酸性、酸性岩。侵入期自海西期、印支期
及燕山期多期岩浆活动。其中，燕山期活动强烈，分布最广。它们除超基性—基性
岩分布在经棚( 三义乡) 和西拉沐伦河北岸外，其他各期岩体分布全区。

岩浆岩与矿产的关系:依据矿产与岩浆岩在时间空间上的一致性，说明矿产和
岩石类型及其酸碱度为一定的专属性。即一定的岩性与一定的矿产相关。海西期
岩浆岩与 Cr、Ni、Co及 Cu有关，如三义乡柯单山铬铁矿。印支期岩浆岩不发育，分
布面积小，含矿性也差，仅知岩体与铍有关。燕山期岩浆岩与有色重金属关系最密
切( 有人统计含矿性约 75% ) ，其中，以燕山晚期岩浆活动含矿性最好。

( 四) 构造活动

本区从地貌上看，有西北高、东南地势低的特点。大兴安岭山脉南段余脉斜贯
全区，形成以北东向为主体的构造形迹，与东西向断裂、褶皱带相互交汇、错移、穿
插形成条块岩体与地层构造轮廓。

1. 东西向构造
整个赤峰市境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东西向构造，最少有八个。属克什克腾境内

以西拉沐伦河东西向断裂最具代表性，亦是区域性最显著的构造。它形成于早古
生代，受后期构造作用影响，多期复活。因此，该断裂较复杂且规模较大，长约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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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宽约 50 千米，主要由强烈挤压的断裂带组成。受其影响，河的南北两侧地层
的岩浆活动和构造形迹截然不同，显示断裂的控制强度。此外，还有洪皓尔坝—白
音查干东西向断裂( 44°40'N) 在境内仅见长约 60 千米一段，宽度约 30 千米。

西拉沐伦，系蒙古语，因河水混浊色黄而得名。西拉沐伦发源于克什克腾西南
部，源头有两个，一是乌苏图杜尔宾山西麓的萨岭河，一是浑善达克沙地的源水头。
干流经龙口、醋铺、金桥、巴林桥、胡日哈、海日苏、台河口至翁牛特旗大兴乡海力吐
东敖包出境到通辽市开鲁县与老哈河汇流成西辽河。

图 1 西拉沐伦河东西向断裂实际上是地缝合线，河谷两岸应属于两个不同的
陆块，南岸可见断层三角面( 图片上方)

西拉沐伦蕴育了流域内丰富多样的生态，养育了生活在这里的马背民族，它是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摇篮。历史上，西拉沐伦流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区，流
域内的浑善达克沙地、巴林草原和科尔沁草原曾是马背民族生息繁衍的家园。流
经克什克腾的碧柳河、百岔河、西木嘎河，流经林西县的嘎斯汰河，流经巴林右旗的
查干沐沦河和流经翁牛特旗的少郎河都是西拉沐伦河的重要支流。

西拉沐伦大断裂地质年代时期是一个地缝合线，南北分属两个板块。由于西
拉沐伦河的阻隔，使河两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春季的时候，河南的翁牛特旗一带
已经是绿满枝头，而河北的植物却依然处于冬季的一片枯黄之中。植物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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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河两岸也存在着很多不同，河南植物大部分以华北植物为主，河北则以东北和内
蒙古高原植物为主。地形地貌上，河南主要是丘陵平原地貌，而河北则多为草原和
大兴安岭南部山地地貌为主。因此，赤峰人习惯地把西拉沐伦河以北地区称为北
部旗县，以南地区称为南部旗县。

西拉沐伦流域最好的地段莫过于它的上游，该区域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部，生
态环境处于天然状态，沙地中呈现一片疏林景观，河谷地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和灌
丛。西拉沐伦河上游地区人烟稀少，当地居民主要以牧业为主，整个区域的植被都
呈天然状态。由于沙地中保持着良好的温度条件，所以到了春季，这里比同纬度其
他地区都要温暖，许多植物很早就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把上游地区装点得分外妖
娆;夏季，浑善达克沙地被丰富的植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绿装，起伏的原野上点缀
着各种耐旱的乔木，它们各具姿态，与林下的植物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
田园诗画;金秋十月，这里变成了大地的调色板，翠绿的天然油松、云杉，火红的山
杏、五角枫，橙黄的蒙古栎、白桦，各色各样的灌木丛把西拉沐伦上游地区变成了一
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 北东向褶皱及断裂
晚二叠系以后的区域性构造均呈北东向分布。主要有华夏( 走向 ＞ 30°) 及新

华夏( 走向 28° ～ 30°) 褶皱及断裂组成，另在与其伴随的岩浆活动亦十分强烈，尤
以燕山期岩浆岩最为显著。最典型的是黄岗梁( 铁锡矿床) —巴林左旗的白音诺尔
( 铅锌矿) 褶皱带，长约 300 千米，宽约 40 千米，有伴生的与褶皱轴平行断裂发生。
沿此处断裂控制了岩浆侵入岩的发生与分布，和侏罗—白垩系的沉积，尤其是内生
金属矿产严格受此断裂带的高度控制，说明了该断裂带为成矿提供了良好的成矿
热源条件和构造空间，是构造带又是成矿带。赋存此构造带的知名矿床有黄岗梁
锡铁矿、巴林左旗的白音诺尔铅锌矿及林西的宇宙地铅锌矿、上火井铜矿、莫菇吐
锡矿、胡家店锡矿等矿床。

3. 北西向—近南北向断裂
区域内此种断裂构造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与矿化关系不密切。该期断裂多为

脉岩断占据，有的被早期形成的矿脉错断。

( 五) 区内矿产

如前所述该区地质条件较复杂，与其适应的成矿作用较为强烈，因此，该区已
知矿床、矿点、矿化地较多，空间分布亦较密集。主要受断裂控制，从而沿构造带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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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野外实习的准备

( 一) 地质野外实习区选择的原则

地质野外实习要求选择一个典型的地区。选择地质野外实习地区要注意以下
几点。

( 1) 由于地质野外实习的内容比较丰富，实习地区尽量选择在岩石、矿物、构
造、地层、古生物和矿产等发育较全的地区。在实习地区，最好是岩浆岩、沉积岩、
变质岩均有出露，褶皱变动和断裂变动均较发育，不同时代的地层出露较全，化石
较为丰富。同时，岩层的接触关系也较为清楚。

( 2) 要尽量选择植被覆盖较少，表土发育较薄，地层出露较好的地区。如果实
习地区的天然露头和人工剖面较多，就更为理想。这样便于野外观察和测量，有利
于初学者掌握野外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 3) 要尽量选择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野外实习的时间有限，要想在较短的时
间内，跑遍整个实习区，并熟悉实习区的地质情况，掌握地质调查的方法，必须尽可
能选择一个较小的实习区。只有这样，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较为丰富的实习内
容。

( 4) 实习区要有一定的典型性。即所选择的实习地区的地质情况，在较大的区
域范围内具有代表性。这样，掌握了实习区的地质情况以后，便于在地质情况类似
的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观察和对比。如本溪地区或秦皇岛地区的地质情况，大
体上代表了整个华北地台区的岩特征、地层层序、构造演化和地质发展的历史。因
此，这两个地区对华北地台区来说就具有典型性。

( 5) 交通方便。应选择不但同外地的交通联系较为方便，而且在实习地区内部
各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也较为方便的地区。

在选择具体实习地区时，对上述原则应该综合考虑，合理运用。

( 二) 资料和仪器的准备

1. 资料准备
地形图和航片: 地形图是地质野外实习的工作底图。地质野外实习之前，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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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习区的具体情况，选择1∶ 50 000或1∶ 100 000的比例尺地形图作为实习用图。如
果是在矿区实习，可以选用1∶ 25 000或1∶ 10 000的地形图作为底图。除地形图之外，
还要搜集实习区的遥感图像资料，尤其是航空相片资料。对航空相片要进行必要的
质量检查和初步解译，以便了解实习区的岩性分布和地质构造概况。航片解译主要
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在相片上勾绘第四纪松散沉积物与基岩的界限，并对第四
纪沉积物的成因类型及其地貌条件进行解译。尽可能地划分各种岩石类型的界限。
根据明显的不整合、岩性组合、产状特征等解译标志，划分地层单元。标绘出明显的
褶皱和断裂构造等。根据需要可将上述解译内容转绘到相应的地形图上，并参考已
有的地质图，编绘航空相片初步解译地质图，供野外实习时参考。

地质图:准备实习区及其毗邻地区的地质图，包括1 ∶ 50 000、1 ∶ 100 000、1 ∶
200 000和1∶ 500 000的地质图、地貌图、水文地质图、第四纪地质图、矿产图、构造体
系与地震分布规律图、岩相古地理图……此外，对各种地质剖面图和地层柱状图等
亦应尽量搜集。

地质文献资料: 有关实习区的地层、古生物、地质构造、沉积环境、岩相古地理
及地质矿产等方面的论文、专著，不同时期的地质调查报告，各种钻孔资料，火山、
地震资料，地磁、地热、重力、地壳厚度等地球物理资料以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资
料等。

2. 仪器准备
地质野外实习所需主要仪器如下。
地质罗盘仪，用于野外地质测量。地质锤，常用的地质锤有两种，一种为楔状

尖劈形，多用于敲打松散和或有剥理的岩石; 另一种为喙状尖头形，多用于敲击较
坚硬的岩石。地质锤的重量一般在 1 千克左右较为适用，但有时敲击坚硬的岩石，
如敲击石灰岩或岩浆岩，则需要特大的铁锤。放大镜，用以观察岩石的成分和结构
等。凿子，用于采集岩石和化石标本等。气压高度表或手持水准仪，用于测量高
度。测杆或测钎，用于实测地质剖面等。测绳和卷尺，用于实测地质剖面等。稀盐
酸及其他试药，用于野外鉴定岩石和矿物。标本袋，根据实际需要，准备布袋、塑料
袋或纸袋。还要准备标签，墨水及包裹标本的纸张、棉花、小纸匣( 用于包装脆弱标
本，如化石、矿物晶体等) 。野外记录簿，用于记录野外地质调查资料及绘制图表。

三、地层和岩石产状测量

方位测量:测量某一目标时，将罗盘南端紧贴着自己的身体，长测望标指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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