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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发展现状 地质教学基地现状 科普教育产业发展潜能 多元化专业化地学实习

三分巢湖：2011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安徽省关于拆
解巢湖市分别划归合肥市、芜湖市和马鞍山市的决定



时间 事件

1934年 南京大学徐克勤教授最早对该区进行地质考察

1956年
合肥工业大学罗庆坤教授等首次对该区进行系统地质调查，并规划

为地质学实习场所

20世纪50年代以来 合肥工业大学将巢湖北部地区开辟为地学实习基地

20世纪70年代末 安徽理工大学在此开展地质填图教学实习

20世纪90年代后
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全国30余所高校的地质、地
理、土建、环境、旅游等专业在此实习，挂牌成立野外实习基地

2008年
南京大学牵头申报，巢湖铸造厂被国设立为“地质学巢湖实习基

地”，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地质学实习基地之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就将巢湖北部地区作为综合地质实习基地。”
“巢湖市基础地质条件优越，基岩出露良好，地质现象丰富，地质特征明显。尤其是巢湖北部地区山地集中，地层连续性好，从
震旦系到第四系均有不同程度的出露，尤以上古生界到下三叠统发育齐全，剖面完整，露头清晰，化石和构造现象丰富。

-《巢湖北部地区地质综合实习指导书》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编者 实习教材名称 出版社 时间

安徽地矿局区
域地质调查队

安徽省巢湖市地质实习指南 不详 1986

王道轩等 巢湖地学实习教程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王心源 巢湖北山地质考察与区域地质旅游教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7

刘洪福等 巢湖北部凤凰山地区区域地质实习指导书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7

李勇等 安徽巢湖野外地质教学基地实习教程 地质出版社 2008

陈时亮 巢湖地学实习教程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14

刘文中等 巢湖凤凰山地质填图实习指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4

陈宁华等
野外地质简明手册——安徽巢北区域地质调

查实习指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王心源、吴立 巢湖北山地质考察与区域地质旅游教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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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生的游乐场-五岭矿业矿坑（前寒武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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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的地学实习条件

植被覆盖

地质滑坡 矿坑修复

悬崖&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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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巢湖地球科学学生实习基地

2008年，由南京大学牵头申报，巢湖铸造厂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设立为“地质学巢湖实习基地”，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地质学实习
基地之一。

巢湖铸造厂主营生产铁道扣件，地质学巢湖实习基地由巢湖铸造厂
下属巢铸宾馆运营，宾馆不属于铸造厂主营业务。

近年来，该基地缺乏有效维护和管理，实习高校数量、实习学生人
数骤减，基地利用率持续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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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39）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
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
组织工作机制。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
文化业态。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备案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

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中华
文明标识体系。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

大众科普的黄金年代？地球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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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巢湖地球科学科普实践基地

青少年矿坑地质发掘探索基地

地球科学科普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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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础地质技能实习之外的其他专业选修课地球科学拓展实习

古生物地史学

巢湖动物群中已报道的主要宏体化石门类（熊志凤等，2023）

龟山巢湖龙

海浪蛤
克氏蛤

正海扇

小巧马家山龙

小头刚体龙

柔腕短吻龙

古海洋与古环境

(1)米兰克维奇天文旋回：岁差周期
最明显，短偏心率周期较为明显，
倾角周期不明显

(2)大致包括12个短偏心率周期和56
个岁差周期

(3)沉积环境较为稳定，适合于旋回
地层地质研究

微体古生物学 板块构造与地球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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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的倾听！请老师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