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国地理学国家人才培养基地跨区域联合实习 

序 

野外实习不仅是对专业基础知识的巩固，也是对野外调查方法的掌握，更是

对把课堂知识用于解释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和解决现实地理问题能力的培养。 

全国地理学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跨区域联合实习是由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主办，地理学国家人才培养基地轮流承办，迄今

为止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今年夏天，从 7月 29日至 8月 12日，为期两周的第

五届全国地理学国家理科基地跨区联合实习圆满完成了野外实习任务。我院派出

的福建师范大学地理学理科基地实习队一行 9人全程参加了本次联合实习。本届

联合实习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承办，福建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等 19所高校的 31位老师、61位学生，共 92人参加。同时，在往届内地、港台

高校共同参与的基础上，今年还有美国纽约大学的师生代表加入，成为本届联合

实习的一个新的尝试。 

在为期 15天的实习中，实习队从北京出发，穿越 4个省区，行程数千公里。

逾越燕山，走入延庆盆地，踏上位于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脉过渡区的坝上草原，

后抵达吉林长春，向东穿过伊通河谷地迈过大黑山，横跨伊舒地堑，渡过松花江，

翻越老爷岭后进入蛟河盆地，继续向东过张广才岭迈入敦化盆地，转而向南横渡

牡丹江，进入长白山熔岩区，再沿着鸭绿江南下，到达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丹东，最后沿辽宁黄海沿岸抵达美丽的滨海城市——大连。北京师范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派出了由具有丰富野外实习指导经验的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实习指导队

伍，精选了区域特色明显、考察内容丰富、科学问题突出和实习基地建设基础较

好的野外实习路线，准备了详尽的实习指导资料和完备的实习作业设备。联合实

习队先后完成了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与河流水系变迁实习，河北丰城坝上草原植物

－土壤地理实习，敦化盆地自然地理考察，长白山火山锥温带山地垂直景观带、

火山地貌、河谷地貌、熔岩台地、温带针阔混交林、碳化木、长白山博物馆考察，

龙岗火山群、玛珥湖及沼泽湿地考察，望天洞温带地下喀斯特地貌考察，雅河河

谷地貌考察，鸭绿江河口、丹东边境城市地理考察，金石滩地质公园海岸地貌考

察，旅顺港考察，大连城市地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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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北京师范大学 

7 月 29 日，联合实习开幕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陈光巨副

校长、教务处郑国民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人才处刘权处长等出

席了开幕式。 

 
全国地理学国家人才培养基地跨区域联合实习队开幕 

 

北京师范大学知名教授周尚意老师从北京城市发展简史、昔日历代帝王对皇



 

 

城的规划与修建、现在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未来北京城市空间规划 4个部分，

让同学们领略到北京这座有着 3058 年建城史古都的独有魅力。正如看惯了一个

年富力强、成熟稳健的中年人，乍看他少年时代初出茅庐、羽翼未丰的青涩模样，

看着他从这份艰苦简陋中发展出来的丰功伟业时，还是很震惊的。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主任李道峰老师详细讲述了“南水北调”工程与

北京市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在李老师深入浅出的带领下，实习队员们了解北

京市水资源分布特点以及水资源短缺引发的环境问题；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

线的全面建设情况及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等。 

 

         周尚意老师北京城市格局变化与水系变迁讲座 

第二站：北京的胡同——南锣鼓巷 

在对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发展简史和水系变迁有充分认知后，联合实习

队学以致用，开展野外印证实习。在北京师范大学朱青老师带领下，同学们走进

南锣鼓巷，揭开北京老胡同的神秘面纱，感受老北京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深刻烙

印。实习中队员们先后考察了胡同“鱼骨状”的街巷棋盘格局、东贵于西的建筑

文化格局、各种形制的府邸和院宅、以及对北京胡同文化起到重要保护作用的菊

儿胡同改造工程。 



 

 

 

                   北京市南锣鼓巷历史文化区考察 

第三站：北京的水系 

实习队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院长杨胜天老师的带领下，走

进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考察北京河流水系变迁和人工沼泽湿地的作用与演化。杨院

长的抛砖引玉后，实习队分为 6个小组分别到北京永定河、玉渊潭、昆明湖、前

海、后海、中南海、长河、通惠河等水系开展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与水资源空间结

构考察，印证和探究水脉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发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作用。 

 



 

 

                       北京市后海水资源考察 

第四站：河北坝上草原 

坝上草原位于河北省北部，为翼北坝上高原向内蒙古高原过渡的交接地带，

处于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到半干旱季风气候边缘区，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中

段，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坝上草原的实习考察路线为一条 10km左右（东南-西北向）的地形横断面。

实习内容主要包括土壤类型鉴别及野外应证、土壤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土壤野

外调查方法、土壤野外实验方法等。坝上草原在地域上属于栗钙土地带，但在中

尺度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成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坝头至大滩镇，

空间水平距离只有 10余 km的范围内，发育了多种土壤类型，如类黑土、黑砂土、

黑钙土、栗钙土、草甸土等。 

 
                河北省坝上草原植物群落调查 



 

 

 
                       河北省坝上草原土壤地理实习 

 

              河北省坝上草原土壤地理实习环刀使用 

第五站：吉林省敦化盆地 

敦化市位于吉林省东部山区，地处长白山腹地，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敦化

盆地是敦（化）—密（山）断裂带控制下发育的串珠断陷盆地。地层中有以硅藻

土为代表的湖相沉积物。后第四纪新构造运动中玄武岩两期喷发，覆盖于湖向沉

积物之上，形成具有四级地形面的敦化盆地。该区主要考察了玄武岩台地、牡丹

江河谷地貌以及敦化自然区地域单元分布规律。 



 

 

 
     吉林省敦化市敦化断陷盆地 

 

                        吉林省通化市浑江谷地河流堆积地貌 

第六站：吉林省长白山 

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为中朝界山，中国境内的白云峰海拔高度 2691m，

是东北第一高峰，属于温带大陆性山地气候。长白山地势高低悬殊，地貌、气候、

土壤、植被与平原、及一般山地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植被带最为典型，自下而上

分为红松针阔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岳桦林带、高山苔原带。实习队主要考察了

长白山火山地貌、松花江大峡谷、长白山垂直自然带及其结构、火山活动与植被



 

 

演替规律。 

 
             吉林省长白山山顶火山熔岩地貌天池 

 



 

 

 
吉林省长白山山麓针阔混交林 



 

 

 

               吉林省长白山松花江大峡谷流水侵蚀地貌 

第七站：吉林省通化市龙岗火山群 

龙岗火山群是我国火山锥体和火山口湖最为集中的火山群，位于吉林龙湾国

家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属于长白山系龙岗山脉中段，属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

实习队自东北向西南依次依次考察了三角龙湾、大龙湾、小龙湾和旱龙湾等，认

识了以火山地貌为基础形成的火山口湖（玛珥湖）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

样性、水域泥炭沼泽化演替规律。



 

 

 
                  吉林省通化市龙湾地区旱龙湾湖滨浮毡型沼泽化 

 

 
                  吉林省通化市更新世火山活动遗迹玛珥湖（大龙湾） 

 

第八站：吉林省桓仁望天洞 

    望天洞位于吉林省桓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弯弯川村东面 70余m高的山顶上。

洞口位于浑江支流——大雅河右岸三级侵蚀阶地之上，是发育在奥陶系统马家沟

组的厚层石灰岩的溶洞。洞穴延伸方向受北东向走滑断层的控制，属构造裂隙式

洞穴，可分为上、中、下三层。洞穴中化学沉积十分发育，有鹅管、钟乳石、石

笋、石葡萄、边石堤、石凤琴、石幕等。 

 



 

 

   

 
                      吉林省桓仁县望天洞卡斯特地貌石幕 

 

 
                       吉林省桓仁县望天洞卡斯特地貌石柱 

 

第九站：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河口 

   鸭绿江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河，发源于吉林省东南长白山天池胭脂峰南麓，由

东北流向西南，流经吉林、辽宁 2省，在辽宁丹东东港境内注入黄海。实习队主

要考察了鸭绿江河口地貌、河口湾形态、河口区泥沙运动、河口地貌演变以及边

境城市其特殊发展形态和发展规划。 



 

 

 
                     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河口鸭绿江大桥 

 

 
                       辽宁省丹东市中朝边界鸭绿江河口段 

 

第十站：辽宁省大连市金石滩、旅顺港 

    大连市金石滩地质公园，是一个认识海岸地貌及其地质成因的实习区，有海

蚀涯、海蚀洞穴、海蚀拱桥、海蚀蘑菇、海蚀柱等海蚀地貌形态。其中，在前寒

武纪特定环境中形成的未变质碳酸盐沉积——原核生物所建造的有机沉积结构

叠层石，是最常见的一种“准化石”，为了解古地理环境、地质地貌形成的年代、

地质变化、地壳运动等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实习队还考察了光绪年间建成的

旅顺港。港内隐蔽性与防风性良好，为天然的北方不冻良港。 

http://baike.so.com/doc/509075.html
http://baike.so.com/doc/4065479.html


 

 

 
               辽宁省大连市金石滩海蚀地貌海蚀拱桥 

 

 
                   辽宁省大连市金石滩震旦纪叠层石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港鸟瞰 

结语 

本次野外实习主办级别高、参与单位多、实习内容丰富、野外作业面广、学

生受益面大和校际交流深入等都成为这次联合实习的亮点。联合实习以传统地理

学基础观测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先进技术手段相结合，对实习沿线区域的水、土、

气、生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点、线、面的综合实习，获取了

大量的一手资料，对各实习区域的典型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调查、剖析和讨论。

联合实习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野外实践技能，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提

升了学生的地理学综合素质。 

跨区域联合野外实习作为人才培养与地理学实践教学改革中的一次尝试和

探索，是发挥地理学国家人才培养基地辐射带动作用的良好契机。联合实习有利

于充分挖掘利用各基地在长期建设过程中培育的优势实习项目、精品实习基地与

路线和优秀师资力量，并为兄弟院校师生之间增加交流、增进友谊和优势互补提

供了平台。 

 

实习同学感悟 

北方的一次邂逅，一次萍水相逢，晤谈欢洽，虽然 15 天过后，我们天各一

方，但是我们曾经用最饱满的情绪体验过、欣赏过、追逐过。我们踏寻北京历史

的漫长足迹，感受坝上草原的粗犷气息，揭开长白山天池的神秘面纱，领略中朝

边境的别样风情，拥抱大连海岸的明媚风光，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身体拥抱自然，



 

 

切身体验了数千公里行程中的酸甜苦辣，真正领会了祖国大江南北别样的风土人

情。 

 
全国地理学国家理科人才基地跨区域联合实习队合影 

 

15 天，我们收获携手翻山越岭的真挚情谊，15 天，我们感激并肩作战后的

满载而归。我们和各高校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烈日下的

马不停蹄，学习时的奋笔疾书，微风中的侧耳倾听，树荫下的打闹嬉戏，测量时

的通力合作，讨论中的集思广益，都将成为我们记忆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今天，

我们在实习地播种珍贵的友谊，明天，我们的友谊之花将开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芳香四溢！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国家理科基地）实习队合影 

别跟我们说实习已经结束，因为作为地理人，每一次看到“地理”两个字，

都把我们的心头弄得痒痒的。地理，从一开始，就似乎是依附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之路的地理实习才刚刚开始，在若干年后，在经过岁月的沧

桑洗礼和地理的美好滋润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因为

我们和地理一起，随遇而安，随缘而行，随风而舞，随雨而歌。有一种范，叫地

理„„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学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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