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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地质教学多以二维图形展示、语言文字等方式为主，地质现象、变化复杂，时间跨度大，学生难以理

解，地质教学重在对地质体的三维空间及演变过程分析，现有三维模型数量少、质量差，且无不同地区具

体区别，本文以新疆阿克苏地区地质实习为例，进行分析、三维模型建立，总结过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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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教学模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

传统地质教学方式过时，学生兴趣不大，现有地质教学三

维模型量少、质量差，难以满足地质教学中的需求，且在

疫情期间，不少院校难以开展野外实地实习，使用地质三

维模型及动画可以解决这方面问题，以简单直接的可视化

方式表现地质相关变化过程，解决在教学过程中文字语言

难以解释清楚的地质变化过程的问题，使学生理解更加深

刻。 

1  地质教学课程介绍及现状 

1.1  课程介绍 

塔里木大学地质实习仍然是传统的地质教学方法及

模式，先进行室内课堂书本知识讲解、PPT展示，让学生

初步了解地质知识，再到野外实地考察讲解，写实习日志。 

1.2  课程流程 

教学前几周室内课堂教学，了解地球的基本知识、矿

物及矿石、地壳运动、地层与地质构造、地质作用、水的

地质作用等知识。 

1.3  野外实习周（阿克苏地区） 

第一天，吐木秀克镇。溢出泉、自流井、冲洪积层、

岩石鉴定。 

第二，天磷矿山。岩石接触关系、差异风化、冲沟、

沉积地层、岩性接触点、岩层产状量测、褶皱构造、岩层

坍塌、冲沟、沉积地层。教师进行罗盘的介绍及使用、岩

石描述、地质现象介绍。 

第三天，乌什县沙棘林公园：断层观察、托什干河河

流地貌、冲洪积地层；柳树泉：断层、褶皱构造、断层泉

调查；燕泉山公园、地震台：断层构造及地貌形态、断层

泉调查、石燕化石的认识、沉积地层调查。 

第四天，协和拉山区库玛拉克河：河流地貌调查、阶

地、沉积物、冲洪积沉积地层；天山神木园：断层构造、

断层泉、山地地貌、冲洪积地层、荒漠地貌、雪山雪线。 

第五天，温宿大峡谷冲洪积扇、红色砂岩、河流冲刷

作用；地貌：雅丹、喀斯特地貌、山地地貌；构造：断层、

褶皱、单斜、沉积地层、红色砂岩；地表水的地质作用、

风化作用；岩丘；不良地质。 

第六天，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和田河和田河:平原河流

地质作用及地貌调查、山区河流与平原河流对比、土地触

变性；塔河源：平原河流地质作用及地貌调查；沙漠公路：

沙漠地貌的调查、风成地貌、沙害防治措施学生每天写实

习日志，野外实习结束后写实习报告。 

1.4  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 

（1）地质教学现在大部分使用的教材理念过时、编

写老套、理论知识过多，不便于教师备课及讲授，学生理

解难度大，学习过程乏味，教材不符合现今信息化的要求。 

（2）教学手段过时，教师上课采用板书、PPT展示、

文字语言，提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3）教学是老师多采用平面图展示，但实地地质现

象是三维立体的不利于学生理解。 

（4）现在也有一部分三维模型及动画展示，但数量

较少，且不同地区学生野外实习地不同，要学习理解的地

质构造、地质作用等知识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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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疫情期间，学生野外实地实习困难，不少学校

取消实习，学生更加无法进行实地考察。 

2  地质三维模型优势 

2.1  三维立体直观显示 

地质三维模型立体清晰，简单易懂，便于理解，有沉

浸感，能提高学生兴趣，有多种显示功能。如三维景观显

示、针对性选择显示、透明显示、切割显示、动态切片显

示、三维爆炸显示、三维漫游显示。 

2.2  三维全方位、内外部立体展示 

三维地质模型因其三维立体性，不同于二维平面，观

察者可以任意不同方向角度，甚至观察内部剖面图从而了

解其形状、构造。 

2.3  精准计算分析 

地质三维模型可以提供多种工具进行计算分析。使用

者随意调取选择任意部分，获得任何位置的三维切割模

型，观察剖面等，让使用者计算地质实体距离、面积、体

积等构成数据。 

2.4  适用面广、方便展示 

地质三维模型因其信息化，可在网络上快速传输，不

限场合，多种平台都可展示，一定程度解决学生不能实地

观察的问题，三维模型相比其他方式更接近实地。借助

VR技术可有更强的沉浸感。 

3  具体实现过程 

3.1  路线实现思路过程 

地质专业知识学习—野外地质实习考察—室内资料

收集—三维软件学习—筛选地质建模内容—三维地质建

模—整理成果—总结经验。 

3.2  新疆阿克苏地区地质概况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矿产资源丰富，地质构造复

杂。它是全球构造带中古亚洲构造域的核心，是连接欧亚

构造带的枢纽，各种地质构造复杂。是研究大陆地质构造

的理想场所，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 

阿克苏地区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东经

78°03′～84°07′，北纬 39°30′～42°41′，南疆

中部，东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接壤，西与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接壤，与和田地区接壤，南接喀什地区和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北以天山为分水岭，与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接壤。全区总面积 13.25万平方公里，边境线 235

公里。 

阿克苏地区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最

高点为托木尔峰，海拔 7435.3 米；最低点为塔里木河

两岸，海拔 945-1020 米；北部有多座山峰，南部有辽

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山前有沙砾扇形地，中下游有冲

积平原区、戈壁和绿洲低山丘陵；盆地、白城盆地、柯

坪盆地、乌什河谷之间有大片天然草地，水草丰沛；山

前洪积冲积倾斜平原中下部地势平坦，富水肥沃，是该

地区的老绿洲；沙漠分布在塔里木河中下游和塔克拉玛

干沙漠北部。 

3.3  三维实现过程 

广义三维地质建模包括三维地质模型的生成、可视

化、空间分析和应用。狭义的三维地质建模主要是指三维

地质模型的生成。三维地质模型的构建需要正确认识地

层、断层、褶皱等地质空间现象的变化规律，或涉及到划

分不同块体、层位等专业知识。 

第一，对已有地面点原始数据（遥感、）自动化生成。

自动建模是直接使用地质剖面或离散点，根据插值或细分

算法重建三维模型的方法，建模对象通常具有规则的形

状，或者可以由算法直接处理几何形态拟合。 

第二，对于地质演化过程，由于影响因素多，复杂程

度大，原始数据少甚至无数据，对地质变化演变根据历史

资料进行抽象概括模拟实现演化过程 

第三，对无数据根据已经掌握的地质知识对实习地具

体地质现象构造进行三维模拟建模针对复杂难度大的地

质模型需将其按照点、线、面、体的顺序逐级组合成三维

实体模型。 

根据整理的地质资料，结合卫星影像、GIS、三维建

模技术、计算机图像技术，对阿克苏地质实习区地质体进

行了建立三维地质模型：①建立阿克苏地质实习区地形地

貌数字高程模型（DEM）。获取该区域的高程数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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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软件中建立该区域的DEM，以反映该区域的地形。

②建立三维网格。在三维 GIS 的基础上，结合该区的相

关地质资料，建立了较为详细的三维地质格架。③建立三

维地质模型。经过资料分析和地质解译，利用 3D MAX 、

Blender、sketch Up等软件建立了实习区的三维地质模型，

包括地层模型整理。 

4  课题具体成果应用、意义 

地质三维模型、动画可用于学校教师教学过程中，进

一步满足地质教学需求，丰富教学模式。 

三维地质模型可供进行相关计算。让学生可以更加立

体直观地学习了解地质变化、地质现象内部构造等知识。

以小组几人亲身经历，通过制作地质三模模型过程中的地

质专业资料收集和整理，制作三维模型过程中自己对地质

演化过程及地质现象内部构造的思考，确实更加深度的掌

握了地质知识，且自身亲手实现三维模型的满足感也极大

提高了学习的兴趣。 

现在全球正处于后疫情时代，防疫先行，为保障学生、

教师安全，在去不了野外实地实习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三维

地质模型进行教学，可利用网络直播课。 

5  问题不足及建议 

5.1  问题 

时间精力有限，小组成员人数少。地质变化复杂、情

况多样，时间跨度也大，仅凭小组几位成员来制作三维地

质模型，就数量、质量来说还远远不够。 

地质原始数据少。不少地区地理数据、卫星影像数据、

高程数据等缺少，无法进行准确详实的三维地质建模。 

学生被动接受三维地质模型，兴趣依然带动不起来。

三维地质模型虽然简单直观，便于教师在地质教学中进行

展示讲解，但学生被动接受观看，没有参与到三维地质模

型建立过程当中，投入兴趣自然不大。 

5.2  改进建议 

教学模式的改变。学校地质教学中可增加学生学习三

维建模课程，不光可以使得学生掌握地质专业知识，进一

步丰富三维地质模型资源库，而且让学生多掌握一门技

术，拓展学生未来发展的方向。 

地质原始资料及数据少，相关部门或学校专业可针对

性进行测量及数据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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