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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教材系统而简明地阐述了地球及地质作用、矿物、岩石、构造运动及其产物、地球的发展历史等方
面
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
全书共分五篇及实习指导书。第一篇地质学导论，简要阐述地球的构造特征、物质组成及其变化，各
种
地质作用的能源、动力作用过程与结果、各种作用的相互关系。第二篇矿物，简述矿物及晶体的概念
，矿物的
化学成分与晶体构造，矿物的形态、物理性质及各类矿物的特征。第三篇岩石，简述岩石学的基础理
论以及
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的基本特征、形成、分类和主要岩石类型。第四篇构造地质，简述岩层的产
状与接
触关系，褶皱构造及断裂构造的概念、基本类型与识别方法。第五篇地球的历史，简述有关化石的基
本概念，
各主要古生物门类的基本特征，重塑地球发展历史所运用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地史发展的基本轮廓。
全书最
后部分为矿物、岩石和构造地质等三篇的实习指导书。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与地学有关专业（如地球物理勘探、应用地球物理等专业）的地质学教学用书，
也
可作为地质专业大专学生及各类地质干部培训班教材，地学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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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铁长英岩化及黄铁细晶岩
五、次生石英岩化及次生石英岩
第六节 碎裂（动力）变质作用与碎裂（动力）变质岩
一、构造角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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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碎裂动力变质岩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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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地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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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球历史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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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沉积环境的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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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壳构造发展史的恢复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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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古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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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二十六 读断层地区地质图并求地层断距
实习二十七―二十九 构造地质综合作业
附录I相似矿物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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