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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数理化天地生”这六大自然科学。
地球科学是这六门自然科学之一。地质学是地球科学中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地
质学不仅要研究地球的形成、演化、生命起源与古生物演化、地球的物质组成与
动力过程，它还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如矿产资源的寻找、开发与利用，地质灾害
预测与环境治理、工程勘察与基础建设，等等。因此，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需要
地质学，地质学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依赖于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地学院）所设立的地质学专业就是培养地学
专业人才的基地，在过去的６０年办学历程中，地质学专业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
计的地学专业人才，他们中有１７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以温
家宝总理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大型企业的负责人，有工作在地质一
线的广大地质专业人员，他们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地质学专业是我校的传统与优势专业，１９５２年建校初期（原北京地质学院）
设立的“矿产地质普查”就是地质学专业的前身。１９５８年，原北京地质学院新设
立“古生物鉴定”和“岩矿鉴定”专业，当时这三个专业属于工科类型。１９６０年，
教育部推行“加强理科基础教育”，这三个专业转向理科，并将“古生物鉴定”和
“岩矿鉴定”改名为“地层古生物专业”和“岩矿专业”。１９９５年，教育部进行专业
调整与合并，将上述三个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即现在的“地质学专业”。地质学
专业课程计划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第一次调整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当时以
“宽口径、厚基础”为导向，即加强基础课、增加选修课，压减专业课，将专业课由
原来占总学时的７０％调整到４０％。第二次调整在２１世纪初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大
学扩招之后，当时教育部推行“淡化专业”与“通识教育”，限制本科四年总学时少
于２　４００，同时把总课程分为６个部分，即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
专业选修课、实践课与自主学习课。经过这次调整，地质学专业课程仅占总学时
的２５％，而其他课程均由上级部门设定。两次调整之后，使得专业课程只有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３０％左右。这种专业课骤然巨减给不同专业带来的影响是不同
的。地质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对实践教学要求很高的专业，其各科专业课程之
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除了各科课程都不能缺少之外，授课也必须遵循先后顺序，
先上的课程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各课程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就类似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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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用作水管，必须要节节都打通才能通畅流水。如普通地质学是所有专业课
的基础，结晶学是矿物学的基础，矿物学是岩石学的基础，岩石学又是地史学的
基础，如此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地质学专业没有自学成才的原因。由于地质专
业课时只有１９８０年的３０％左右，这就形成了课程多、学时少的“小而全”局面。
但是，目前用人单位对地质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水平期望值很高，他们并不欢迎
“通识”人才而更需要专业型人才，这种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式形成
严重不协调，这就向我们培养人才的单位提出了新的挑战。进入２１世纪，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生态与环境变化日趋严重，这些均对地
质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望。

地质学专业是湖北省品牌专业，是教育部的特色专业，也是国家地质学理科
基地建设的所在专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几代老师呕心沥血，对地质学专业的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赵温霞、章泽军、王家生等老师对周口店、北戴河野外实践教学进行了探索与改
革；以李昌年教授为主，组织并参与了教育部教育司“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研究计划———地质学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研究”和湖北省教学研究
项目“地质学专业基础课课程模块重建、内容调整和教学法研究”；２０世纪初，杜
远生、刘世勇等老师对国家地质学理科基地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与
研究，杨坤光等老师对地质学专业特色人才培养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龚一鸣、童
金南等老师对地史学、古生学物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了探索与研究，这些研究
均取得了明显成果。

近年来，针对“专业课程学科多、学时少，用人单位需要专业性人才”的特点，
地学院广大任课老师们一边教学一边思考，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实践，将“２１１”建
设、“９８５”平台建设的地质学一级学科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地球物质
科学”、“地球历史科学”、“地球动力科学”三个教学 科研团体，以地质学三个学
科为主线，将蕴存于三个学科中的基础地学理论凝练转化为教学内容。以马昌
前、桑隆康、赵珊茸教授等带领的矿物岩石学国家教学团队，以龚一鸣、童金南、
杜远生教授等带领的地层古生物国家教学团队，以金振民院士、曾佐勋等教授带
领的构造教学团队，不断推进与深化三个学科主干课程体系和实验教学的改革
（３＋１），结合９门国家精品课程的建设与教材编写，调整优化教学内容，采用多
媒体、软件动画、网络与远程等多元化教学方式，将地质学的基础知识、核心与精
华传授给学生，为新形势下地质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本专著就
是对此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的总结。

多年来，地质学专业的课程建设、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总是得到了学校领导
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殷鸿福院士、金振民院士亲临指导，并直接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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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与课程建设。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学校前校长张锦高教授、校长王焰新
教授、副校长姚书振教授、副校长欧阳建平教授、副校长赖旭龙教授的关心与指
导，得到学校教务处杨伦处长、庞岚副处长的支持。地学院的广大老师们参与了
教学活动与实践，本专著凝聚着全体老师的心血与汗水，是全体老师们辛勤劳动
的结果，因此，也是对地学院全体老师教学改革的一份总结。具体章节编写分工
如下：前言、第１章、２．１、３．１、４．１、５．１由杨坤光编写；２．２、３．２．２、４．３、５．４由桑
隆康编写；２．３、３．３．２、４．５由龚一鸣编写；２．４、３．４、４．６、５．３由曾佐勋编写；

３．２．１、４．２由赵珊茸编写；３．３．１、４．４由喻建新编写；５．２由王家生编写；第６
章、第７章由王德珲编写；尹翠芬对附件、参考文献进行了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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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1　地质学专业建设概况

1.1　专业建设背景与沿革

1.1.1　建校初期至文革前阶段（1952—1966）

地质学专业是我校的传统与优势专业，其专业建设与建校历史相同。地质
学专业的建设是我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缩影与代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
后百废待兴。１９５２年，由北京大学地质系、清华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原北洋
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同时并入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
她是现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当时，北京地质学院设置了矿产地质系（大系），下
设矿产地质普查专业和矿产地质勘探专业，每个专业招１０个班，共３００余人，这
两个专业也是学校最重要的专业，招生规模一直延续至１９５８年。其中“矿产地
质普查专业”（简称矿产普查专业）就是地质学专业的前身。

１９５８年，矿产地质系（大系）分解为地质系和勘探系［这两个系就是现在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地学院）与资源学院的前身］。地质
系主要专业是矿产地质普查专业，同年，在地质系新建了“古生物鉴定”和“岩矿
鉴定”两个专业。矿产地质普查专业招收１０个班，古生物鉴定与岩矿鉴定两个
专业各招收１个班，每个班约３０人。现在的地质学专业就包括这３个专业。

１９６０年，国家教育开始强调理科学习与基础研究，将原来明显带有工科色
彩的一些专业明确确定为理科，将“古生物鉴定”和“岩矿鉴定”专业中的“鉴定”
二字去掉，改为“地层古生物专业”和“岩石学矿物学”专业，简称“地古”和“岩矿”
专业。在教学计划与教学内容方面进行了第一次调整，即加强数理化等基础课
课时，开设一定的选修课。这种专业设置一直延续至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在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６年期间，矿产地质普查专业每年招生４～６个班，地层古生物专业
和岩石学矿物学专业每年招生１个班。

文革期间（１９６６　 １９７６）招生较少，１９７３　 １９７６年期间招收的学生没有细
分专业，一般统称为地质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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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恢复高考至专业合并阶段（1977—1995）

１９７５年，学校迁址湖北江陵，１９７７年迁址武汉，学校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只招收了矿产地质普查专业１个班（３７人）。１９７８年，招收矿
产地质普查专业（２个班）、岩矿专业（１个班）、地层古生物专业（１个班）。１９７９
年以后，矿产普查专业每年招收１～２个班，岩矿专业每年招收１个班，而地层古
生物专业一般是隔年招收１个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５年。１９８８年，武汉
地质学院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专业设置基本没有改变。１９９５年前后，
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进行专业调整与合并，要求将全国高校８００多个专业合并成

２５０个专业。此时的地质行业正处于低潮，地质类本科毕业生分配艰难，专业设
置太细更难以就业，同时也为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就此将矿产地质普查专业、岩
矿专业、地层古生物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称“地质学专业”。自此以后，地质学
专业再没有进行专业调整。

在上述两个阶段，课程的设置基本相同，即以专业教育为主，专业课加专业
基础课的学时约占总课程学时的７０％，主要专业课（即现在所称的主干课程）均
在１００学时以上。

1.1.3　“宽口径、厚基础”的专业调整阶段（1996—2001）

１９９５年，矿产地质普查、地层古生物、岩石矿物学３个本科专业合并为“地
质学”专业之后，教育部当时推行“宽口径、厚基础”的教学理念，地质学专业课程
进行了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大调整。调整的结果是增加基础课程学时，减少专业
课学时，增加选修课学时。调整之前，专业课约占总学时的７０％。经过此次调
整，专业课∶基础课∶选修课接近４∶４∶２，即专业课与基础课的课时基本相
等。岩石学、构造地质学、普通地质学、结晶学与矿物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等主
干课程均减少了３０％～４０％。如以原来的矿产地质普查专业为例，岩石学（包
括晶体光学、岩浆岩、变质岩、沉积岩）由原来的３５０学时压缩至２２０学时，而原
来岩矿专业的岩石学课程总学时超过４００，其岩石学课程学时几乎减少了一半；
构造地质学由原来的１２０学时减为８０学时，结晶学与矿物学由原来２００学时减
为１２０学时。其他相应的专业基础课程（如古生物学、地史学、矿床学、测量学
等）也大体按照这个比例作了相应压缩。

1.1.4　“通识教育与大学普及”阶段（2002年至今）

１９９９年，全国大学开始扩招，招生数量急剧增加，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从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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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８０年代的精英教育转变为２０００年后的普及教育，大学教育从“单科专业
性”教育逐渐转型为“通识教育”，其转变的实质是淡化专业，一般的理科或工科
专业在二年级之前的课程是基本相同的，即所谓“打通专业”。在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年，地质学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了第三次大调整，地质学专业课程调整的实质就
是压缩专业课课时。在第二次专业调整的基础上，专业课的学时又有了大幅度
减少，主干课程的学时一般减少３０％左右。调整之前，专业课约占总学时的

４０％，经过调整，专业课（含专业选修课）仅占总学时的２５％左右，如岩石学（包
括晶体光学、岩浆岩、变质岩、沉积岩）由原来的２２０学时减至１５０学时，构造地
质学由８０学时减为６４学时，结晶学与矿物学由原来的１２０学时减至８０学时，
普通地质学由原来的７０学时减至５０学时，其他相应的专业基础课程（如地史
学、古生物学、矿床学、测量学等）也大体按照这个比例作相应减少。

自２００２年之后，教育部总体要求本科学生四年内的授课总学时不多于

２　４００学时，并把本科生的课程分为６个部分：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主
干课、专业选修课、实践课、自主学习课。表１　１是现在地质学专业所执行的课
程学分分配。按照教育部要求，在大学内逐渐推行学分制。我校自２００５年开始
推行，当时以２０学时为１学分，２００８年前后，以１６学时为１个学分。由于通识
教育、学科基础、实践环节、自学课程等学时已由学校制定，剩下的专业课学时
（包括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仅占总学时的２４．３％。

表 1 1　地质学专业课程学时分配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选修

学科

基础课

专业

主干课

专业

选修课
实践环节 自主学习 学时总计 学分总计

学时／

学分
６１６／３８．５　１９２／１２　 ８６４／５４　５２８／３３　２８０／１７．５　３１．５／４５．５　 ８

２　４８０＋３１．５

周
２０８．５

学分所

占比例
２４．２％ ２５．９％ １５．９％ ８．４％ ２１．８％ ３．８％ １００％ １００％

1.2　“3＋1”课程内涵与相关的主干课程

1.2.1　“3＋1”课程内涵

地球科学包括地质科学、地理科学、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地质学是地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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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质学是研究固体地球的一门自然科学，从学科分类来看，

包括理科地质学和工科地质学两个一级学科，理科地质学侧重于地质科学的理
论研究，工科地质学侧重于地质科学的应用。地质学专业是理科，是为培养地质
学研究性人才打基础的本科专业，在地学类专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前
所述，目前我校地质学专业包括传统的矿产普查、地层古生物、岩矿３个本科专
业，１９９５年合并为一个专业。从另一个方面看，办好一个地质学专业，就等于办
好了３个传统专业。３个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已经十几年了，现在仍有很多用
人单位来学校要“地层古生物”、“岩矿”、“构造”等专业的毕业生。

地质科学三大分支科学（又称三大支柱科学）是地球物质科学、地球历史科
学和地球动力科学，这３个学科与传统的岩矿专业、地层古生物专业、矿产普查
专业紧密联系，具体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的恰好是地层古生物、岩石矿物与构造
地质所涉及的几门主干课程，这就是本书中“３”的含义（图１　１）。地质学作为
实践性很强的自然科学，实践教学又显得特别重要。在实践教学中包括室内实
验教学与野外实践教学，有关野外实践教学改革与成果，已经在以往总结。在本
书中，仅论述室内实验教学实践与改革的内容，这就是本书中“１”的含义。简言
之，“３＋１”中的“３”代表地质学本科专业教学中的“地球物质科学、地球历史科
学、地球动力科学”所涉及的主干课程，“３＋１”中的“１”代表相应主干课程中的实
验教学内容。涉及到“地球物质科学”的主干课程有“结晶学与矿物学”和“岩石
学”，涉及到“地球历史”的主干课程有“地史学”和“古生物学”，涉及到“地球动
力”的主干课程有“构造地质学”和“普通地质学”。

地质学

地球物质科学

结晶学与矿物学 结晶学｛
矿物学

岩石学
岩浆岩岩石学

沉积岩岩石学烅
烄

烆

烅
烄

烆

变质岩岩石学

地球历史科学 古生物学｛
地史学

地球动力科学 构造地质学｛

烅

烄

烆
普通地质学

图１　１　地质学三大支柱与主干课程关系

遵循地质科学规律，以培养地质学人才为目的，我们制定的地质学专业（代
码０７０６０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地质学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具有较全面的地质学基础理论、坚实的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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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较好的计算机与外语实用技能，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毕业生能成
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基础地质研究的专门人才，也能适应２１世纪地球科
学发展和国家在资源、环境、灾害、国土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其他相关领域对地质
学人才的需要。

专业培养的具体要求是：①本专业毕业生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
球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地质学的野外工作技能、物质成分分析
测试技术及基本的地球科学实验和鉴定技术，具备从事构造地质、岩石矿物、地
层与古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分析实验、数据处理等工作的基
本能力，具有一定的人文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知识与能力。②具有计算机软、硬件
的基础知识，掌握一门以上计算机语言的编程技术。能熟练对计算机文字、图
形、数据等进行处理，并应用于构造地质、岩石矿物、地层与古生物学研究。③掌
握一门外语，具备听、说、读、写及对外交流的能力，达到能独立获取信息的水平。

针对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在表１　２中列出了地质学专业现行的培养计
划。

表 1 2　地质学专业课程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类 学期学分分配

讲课 实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课

必
修

１１７０６２００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３　 ４８　 ４８　 ３

１１７０６５００
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４　 ６４　 ４

１１７１１８００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２　 ３２　 ３２　 ２

１２０００１＊０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３　 ４８　 ４８　 １．５　１．５

１１３０２７＊０ 体育 ６　 ９６　 ９６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０９００３＊０ 大学英语 １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２．５　２．５　３．５　３．５

１１９０４５＊０ Ｃ语言程序设计 ３．５　 ５６　 ４０　 １６　 ３．５

Ｖｉｓｕａｌ　Ｃ＋＋程序
设计 ２　 ３２　 ２０　 １２　 ２

地学导论 １　 １６　 １６　 １

１４３００１００ 军事理论 ２　 ３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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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２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类 学期学分分配

讲课 实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课

选
修

ＴＸ３５Ｚ 自然科学类 ２　 ３２

ＴＸ３５Ｇ 工程技术类 ２　 ３２

ＴＸ３５Ｓ 社会科学类 ２　 ３２

ＴＸ３５Ｒ 人文艺术类 ２　 ３２

ＴＸ３５Ｊ 经济管理类 ２　 ３２

其他类 ２　 ３２

小计 ５０．５　 ８０８　 ４９２　 ２８　１１．５　５．５　１２．５　７　 ０　 ２　 ０　 ０

学
科
基
础
课

２１２０２８＊２ 高等数学Ｂ　 １１　 １７６　 １７６　 ４．５　６．５

２１２０１０＊２ 大学物理Ｂ　 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４　 ４

２１２０７５＊１ 物理实验 Ａ　 ４　 ６４　 ６４　 ２　 ２

２０３０２４＊１ 大学化学 Ａ　 ８　 １２８　 ８８　 ４０　 ４　 ４

２１２０７９０３ 线性代数Ｃ　 ２．５　 ４０　 ４０　 ２．５

２１２０２２０２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Ｂ

３　 ４８　 ４８　 ３

２０３０９９０３ 有机化学Ｃ　 ２　 ３２　 ３２　 ２

２０５０３４０２ 测量学Ｂ　 ２．５　 ４０　 ３０　 １０　 ２．５

２０１０５３００ 普通地质学Ａ　 ３　 ４８　 ４０　 ８　 ３

２０１０７１０１ 自然地理学 Ａ　 ２．５　 ４０　 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０４９０２
晶体光学和光性
矿物学Ｂ

２．５　 ４０　 １２　 ２８　 ２．５

２０１０４６００ 结晶学及矿物学 ５　 ８０　 ４０　 ４０　 ５

小计 ５４　 ８６４　 ６７８　 １９０　 １０　２１．５１２．５　２．５　４．５　３　 ０　 ０

专
业
主
干
课

２０１０６５００ 岩浆岩岩石学 ２．５　 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０５５００ 沉积岩岩石学 ２　 ３２　 ２

２０１００３００ 变质岩岩石学 ２．５　 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０４３００ 古生物学 ４　 ６４　 ４

２０１０２３００ 地史学 ４　 ６４　 ４

２０１０４００１ 构造地质学 Ａ　 ４　 ６４　 ４

２０１０１７００ 地球化学 ３　 ４８　 ３

２０６０３８０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概论 ２．５　 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０９９０２ 资源地质学Ｂ　 ３．５　 ５６　 ３．５

２０２０３０００
矿产勘查理论与
方法 ５　 ８０　 ５６　 ２４　 ５

小计 ３３　 ５２８　 ５６　 ２４　 ０　 ０　 ４　 １５　６．５　７．５　０　 ０
专业选修课 １７．５　 ２８０　 １．５　 ３．５　９．５　３

合计 １５５　２　４８０　１　２２６　２４２　２１．５　２７　２９　２６　１１　１６　９．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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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２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类 学期学分分配

讲课 实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实
践
环
节

４００００１００ 劳动教育 １　 １周 １

４４３００２００ 军事训练 ２　 ２周 ２

４１９０４３００
计算机高级语言
课程设计（Ｃ）

２　 １．５周 ２

测量教学实习Ｂ　 １．５　 １周 １．５

４０１０３３００
地质认识实习（北
戴河） ３　 ２周 ３

４０１０２９０１
地质教学实习（周
口店）Ａ

９　 ６周 ９

４０１００１０１ 毕业（生产）实习Ａ　 １２　 ８周 １２

４０１００２０１ 毕业论文 Ａ　 １５　 １０周 １５

小计 ４５．５　３１．５周 ４．５　 ３　 １１　 １２　１５

自
主
学
习

ＺＺ３５Ｓ 社会调查 ２

ＺＺ０９Ｙ
大学英语（自主
学习） ３

其他（学科竞赛、
发明创造、科研报
告）

３

小计 ８

总计 ２００．５
２　４８０＋
３１．５周

１　２２６　２４２　 ２６　２７　３２　２６　２２　１６　２１．５　１８

专
业
选
修
课

２０１０３９００ 高级变质岩 ２．５　 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００７００ 成因矿物学 ２．５　 ４０　 ２．５

岩石成因分析 ２．５　 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０５８０２ 石油地质学Ｂ　 ２．５　 ４０　 ２．５

微体古生物学 ２　 ３２　 ２

沉积地质学基础 ２　 ３２　 ２

地层学 ２　 ３２　 ２

２０５０８４００ 工程地质学 ２．５　 ４０　 ２．５

２０６０１８００ 地球物理探矿 ２　 ３２　 ２

２０１０５５００
区域地质测量新
技术方法 ２　 ３２　 ２

２０１０５４００ 区域大地构造学 ２　 ３２　 ２

２０４０３４００ 环境地质学 ２　 ３２　 ２

２０１０１６００
地貌学及第四纪
地质学 ２．５　 ４０　 ２．５

２０１０６８００ 遥感地质学 ２　 ３２　 ２

　　注：通识教育选修课和自主学习学分未纳入具体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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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地球物质科学的相关主干课程

固体地球是由圈层构成的，自地心向地表由地核、过渡层、地幔、软流圈、岩
石圈、地壳等圈层构成。目前，地质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岩石圈，包括软流圈
之上的上地幔上部盖层与整个地壳，平均深度８０ｋｍ。岩石圈的物质成分是地
质学的研究基础，没有地球物质科学，地质学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为
研究岩石圈与地壳物质组成，地质学专业本科阶段开设了结晶学与矿物学、岩石
学、地球化学等主干课程。由于地球化学在我校另设有地球化学本科专业，理工
兼顾，因此这里不讨论地球化学课程。

１）结晶学与矿物学
结晶学与矿物学是本科生较早接触的地质专业课程。该课程由结晶学与矿

物学两部分内容构成。结晶学也称晶体学，是研究晶体对称与晶体生长的科学，
是一门空间概念多、抽象思维强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地质、材料、物理、化学、分子
生物学等学科的重要基础，结晶学是为学习矿物学打下基础。地质学专业的结
晶学课程主要讲授晶体的宏观对称、晶体定向、单晶与聚晶、晶体生长、晶体连
生、晶体化学基本知识、群论基础及其在晶体对称理论中的应用等内容。岩石圈
与地壳是由岩石组成的，岩石是由矿物组成的。矿物学是岩石学课程学习的基
础，是研究岩石圈物质组成的最基础课程。矿物学讲授内容主要包括矿物的化
学成分、形态、物理性质、成因、命名与鉴定，包括自然元素、硫化物、氧化物、含氧
盐类、卤化物等各类矿物的特征、成因与鉴定。

我校结晶学与矿物学课程开设于建校（原北京地质学院）初期，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前建有专门的矿物教研室（矿物系），涌现了以彭志忠、潘兆橹为代表
的教学大师与名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矿物教研室与岩石教研室合并为岩矿
系。近年来，在学科带头人赵珊茸教授、洪汉烈教授带领下，对结晶学与矿物学
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实验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教学改
革，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教材编写、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关详细
内容参看本书第３～５章相关内容。

２）岩石学
固体岩石圈或地壳是由岩石组成的，因此，岩石学是与地球物质组成联系最

为密切的科学。岩石由岩浆岩、沉积岩与变质岩所构成，因此，岩石学包含上述
三大岩类。岩石学是地球物质科学中最重要的基础科学，大学岩石学是一门庞
大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广泛庞杂。三大类岩石学教学内容均有通论与各论部
分，但是讲授内容不同，教学方法也有差异。岩浆岩岩石学主要讲授内容有岩浆
作用与变质作用、岩石结构与构造、岩石成分与分类、岩浆成因与演化；各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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