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测剖面及成图方法



路线踏勘

实测地层剖面

地质填图

实测构造剖面



实测地层剖面图规格

3、其他（高程、图例、责任栏、标注等）

2、导线平面图、地层剖面图、综合地层柱状图

1、图名、比例尺、方向



一、简介

实测地层剖面
在选择好的剖面线上对地层进行划分、测量与研究。

地质剖面是研究地层、岩石和构造的基础资料，

根据剖面资料划分填图单位，是地质填图工作的前提。

1. 查明地层接触关系；

2. 查明地层层序；

3. 查明地层厚度；

4. 查明地层的岩性特征；

5. 查明地层所含化石的特征；

6. 查明地层的时代；

7. 查明地层的含矿层位。



一、简介

1、查明地层接触关系

地层接触关系分为整合、平行不整合和角度不整合，其主要

判别标志是：

①地层之间是否有沉积间断（如：是否发育古风化壳、是否

有化石带的缺失、是否有底砾岩等）；

②地层之间的产状是否一致；

③沉积环境和沉积相的纵向变化特征（渐变还是突变）等。



一、简介

2、查明地层层序

地层层序是指地层按照新老关系依次产出的顺序。地层新老

关系的判别，最重要的是地层顶底的判别。

最常见的地层顶底的判别标志有：交错层理、干裂、荷重模

和泥舌、槽模、叠层构造等。

交错层理：纹层与顶面相截，与底面相切

顶

底



一、简介

2、查明地层层序

地层层序是指地层按照新老关系依次产出的顺序。地层新老

关系的判别，最重要的是地层顶底的判别。

最常见的地层顶底的判别标志有：交错层理、干裂、荷重模

和泥舌、槽模、叠层构造等。

干（泥）裂：V字形干裂的开口段段指向顶面

顶

底



一、简介

2、查明地层层序

地层层序是指地层按照新老关系依次产出的顺序。地层新老

关系的判别，最重要的是地层顶底的判别。

最常见的地层顶底的判别标志有：交错层理、干裂、荷重模

和泥舌、槽模、叠层构造等。

重荷模发育在砂岩层的底面上

泥舌的尖端则指向砂岩层的顶面

顶

底

顶

底



一、简介

3、查明地层厚度

地层厚度根据实测剖面丈量数据计算求得。

4、查明地层的岩性特征

地层的岩性特征包括地层的岩石类型、岩石颜色、物质成分、

结构构造等。

5、查明地层所含化石特征

化石特征包括：化石的种类、保存程度、富集程度，并根据

标准化石的种类确定地层时代。



一、简介

6、查明地层的时代

确定地层时代的主要根据：

①标准化石：例如小蜓、麦粒蜓、蛇菊石

②同位素年代测定：例如沉积岩中的自生粘土矿物伊利石、

海绿石可用来测定沉积岩的年龄。

7、查明地层的含矿性

地层的含矿性包括：矿产种类、品位、产状、分布等。



一、简介

8、确定填图单位

在上述各项研究的基础上对地层进行归纳组合，并综合考虑

填图比例尺等方面的要求确定填图单位。



➢ 充分研究已有的地

质资料并详细踏勘，

基本了解测区地层

出露的情况。

➢ 实测剖面线方向应

基本垂直于地层或

主要构造线走向，

一般情况下两者的

夹角不宜小于60°。

1、前期调研

2、剖面走向

一、简介



➢ 层序完整，构造简单，接触关系清楚，化石丰富，岩性组合和厚

度具代表性的地段。

➢ 剖面线经过的具体位置要尽可能选择基岩露头连续性良好地段。

如沟谷，自然和人工采掘的坑穴，壕堑和铁路、公路旁侧崖壁等

作为剖面线的位置。

➢ 可利用一些短剖面对不连续地层进行拼接，但注意拼接的准确性，

不能遗漏和重复。

➢ 必要还可以考虑作探槽、井探或剥土等工程予以揭露。

3、剖面位置

4、剖面露头

一、简介



➢ 必须逐层进行岩性描述，系统采集岩石标本及认真逐层寻找和采

集化石标本。

➢ 岩石标本规格要求3厘米X6厘米X9厘米、化石标本要求古生物保存

完整。

➢ 标本要系统编号、并记录在实测地层剖面记录表相应层位，此外

还应在标签上记录。

➢ 要求全组人员必须当天对野外实测工作进行逐导线、逐层校对，

使记录、登记表、平面图、信手剖面图、标本样品互相吻合。

5、样品采集

6、实测数据整理

一、简介



二、实测地层剖面的工作内容

（一）野外剖面测量

① 选择剖面位置；

② 划分地层；

③ 测量、观察、描述地层、采集样品。

（二）室内剖面绘制

①野外测量数据后期计算；

②绘制实测地层剖面图和柱状图；

③编写实测地层剖面说明书。



⚫ 1）确定剖面起、止点：在剖面线上用油漆做上醒目的标记。将起、止

点准确标定在地形图上并标上地质点号（剖面起止点按区测填图地质

点号统一编号）。

⚫ 定点：传统采用三点交会法，目前多采用先进的GPS进行定位。

⚫ 剖面起点：所测地层的下伏层位；终点：所测地层的上覆层位。

C PD

剖面起点 剖面终点

（一）、野外剖面测量

1、工作内容： ① 选择剖面位置



⚫ 剖面总方向的确定方法

➢ 指定法：在地形图上确定剖面起点和终点，然后将起点和终点连
起来，以此为总方向；

➢ 草图法：根据剖面总体走向人为给定一个剖面方向，依次绘制导
线，将导线起点、终点连线起来，以此为总方向；

➢ 计算法：将测得的导线方位角取平均值为总方向；

➢ 方位角法：按照测得的方位角以正北为参照坐标，依次绘制导线，
将导线起点、终点连线起来，以此为总方向。

⚫ 导线平面图基线需遵循的原则

➢ 0°＜σ≤180°之间者，剖面起点位于左侧；

➢ 180°＜σ≤360°之间者，剖面起点位于右侧。

（一）、野外剖面测量

1、工作内容： ① 选择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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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内容： ① 选择剖面位置

（一）、野外剖面测量



➢ 划分地层，并将分层界线和分层号标在剖面线上。确定地

层时代并对地层进行详细划分，是实测地层剖面的关键，

直接影响地质测量的质量。

（一）、野外剖面测量

地层划分的主要依据：岩性特征（包括岩石的颜色、结构、

构造、成分或岩石组合规律等）。
• 地层系、统、组、段的分界；

• 不同岩类和岩性之间的界面，如不整合面；

• 颜色、结构、构造、层理和古生物化石含量：如浅灰色灰

岩与深灰色灰岩；

• 碳酸盐岩，如生物碎屑灰岩、鲕粒灰岩等；

• 韵律层，如五通组的砾岩→细砂岩韵律。

1、工作内容： ② 划分地层



➢ 分层可以是单一岩性层，也可以是复合岩性层。原则：每

一层与上、下相邻层的宏观岩性特征应有较明显的差异。
复合岩性层的组合规律主要有：

①夹层型（以一种岩性为主夹有其它岩性）；
②互层型（由两种岩性交互产出）；
③韵律型（三种或三种以上岩性顺序排列、重复出现）。

（一）、野外剖面测量

➢ 分层精度：取决于制图比例尺大小的要求。原则上以相应

比例尺图面达1mm的岩层均应当分层描述。

➢ 特例：一些特殊岩性段，如含矿层、标志层均应单独划分

并适当放大绘制在图上。如研究区栖霞组底部的梁山煤层。

1、工作内容： ② 划分地层



➢ 特殊岩层：例如底砾岩层、古土壤层、含矿层、化石富

集层、岩性独特的标志层等等，对于这些岩层，即使厚
度不大也应单独分层，在剖面图和柱状图上予以夸大表
示（可夸大到1mm）。

➢ 化石：应逐层依次寻找化石，将找到的化石顺序编号，

并在化石发现地点用油漆做上标记。

（一）、野外剖面测量

1、工作内容： ② 划分地层



➢ 岩性描述：在野外对地层露头的岩性进行详细描述，是收

集第一手资料的必要程序，应根据肉眼的实际观察并借助

于放大镜，小刀、盐酸等对岩石露头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观

察描述并记录。

（一）、野外剖面测量

➢ 岩性描述的基本内容：颜色、结构、构造、矿物成分和岩

石名称。

➢ 岩石的胶结物类型、结核、生物化石、沉积韵律和旋回、

接触关系、含矿性、岩石物理性质、岩层产状、风化面特

征及风化后的地形地貌特征。

➢ 除文字描述外还要对典型的层理、层面特征、结核、生物

化石、沉积韵律、接触关系和构造等应进行拍照和素描。

1、工作内容： ③ 测量、观察、描述、采样



➢ 地层产状测量：通常要求每层要测一个产状：走向、倾向

和倾角。数据按照规定格式记录在实测剖面相应的层位上。

测量产状时，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层面，产状有变化的应多

测量几组求取平均值。注意区分层面和节理面，注意基岩

与滚石。

（一）、野外剖面测量

1、工作内容： ③ 测量、观察、描述、采样



➢ 地形剖面线测量

◆地形剖面线需测量数据：导线方位角、地形坡度角、以及每

一皮尺的斜距。导线方位角和地形坡度角由前后测手同时测

量，取平均值以提高测量精度，斜距则由前测手读出。

◆测量过程中，皮尺方向应保持一致，前测手离开原来的位置

时要做好标记，以免测线不连续。

◆剖面的起点和终点位置、代表性产状要素和测量点、大的分

层单位分界点等均应准确的标定在地形图上。同时在实地立

以标记，以利查找。

（一）、野外剖面测量

1、工作内容： ③ 测量、观察、描述、采样



（一）、野外剖面测量

➢ 数据记录：实测剖面的各项资料和数据繁杂，应专人负

责，按照实测地层剖面记录表中所列各栏认真填写。

➢ 所有数据铅笔填写：如有错误可划去，但应保持原数据

还能看清楚，旁边记上新数据，不得用橡皮擦除。

➢ 记录表内各栏应当在野外当场计算。

➢ 标本采集：应按顺序采集一套完整的标本。

1、工作内容： ③ 测量、观察、描述地层，采样



（一）、野外剖面测量

实测地层剖面分组进行，一个小组一般4～6人。有些实测剖

面工作需要小组成员共同承担，有些则必须分工进行。

岗位 主要任务 4人组 6人组 8人组

前、后测手 测量导线与地层 2 2 2

表格记录员 填写表格

1

1 1

记录本记录员 地层分层及描述 1 1

绘图员
绘制剖面草图、读
皮尺、在地形图上

标绘剖面内容
1 2

标本采集员
采集标本、量产状、

读皮尺
1 1 2

2、人员分工



①在剖面线上选择导线点，并做标记（标注导线点号）：导线点应选择地

形明显起伏或剖面方向转折处以及剖面的起点和终点。导线点号的编码，

由剖面起点至终点依次为0、1、2、3、……。

②丈量导线距（即斜坡距）

③测量导线方向：导线方向指的是导线起点至导线终点的方向。前、后测

手测量结果若相差太大应重测，若相差不大取两者的平均值。

④测量坡角：沿导线方向上坡记为正角，下坡记为负角。前、后测手测量

结果若相差太大应重测，若相差不大取两者的平均值。

⑤后测手：将导线号、导线距、导线方向和坡角等测量结果及时报给表格

记录员。导线号用0-1、1-2、…表示。导线1-2指的是导线点1和2之间

的导线，其中1指的是该导线的起点，2指的是该导线的终点。

（一）、野外剖面测量

2、人员分工：前后测手任务



➢ 实测剖面记录表：表格内容全部完成，方可进入下一导线测量。

（一）、野外剖面测量

2、人员分工：表格记录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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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 -3 40.2 40.1

0 C1l 0－9.9 灰白色厚层细晶白云岩 9.1 335 64 5.6 63

7.2 B101

1 C2h 9.9-13.6 灰色厚层角砾岩 9.9 336 64 11.0 B102 64

2 C2h 13.6－21.4 灰色厚层粗晶～巨晶灰岩 20.0 345 60 14.0 B103 73

3 C2h 21.4－40.2 灰白～浅肉红色块状微晶 38.5 340 62 35.6 B104 68

灰岩
1-2 353 -4 49.5 49.4

3 C2h 0-49.5 灰白～浅肉红色块状微晶 28.8 325 55 26 B105 62

灰岩 28.5 H102
2-3 337 -4 30.0 29.9

3 C2h 0-30 灰白～浅肉红色块状微晶 25.5 335 60 26 B106 88

灰岩

3-4 314 +5 34.0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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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详细描述每一分层的岩性、所含化石、地层产状及其接触关

系，对标本进行登记。
⚫ 岩性描述：岩石名称、颜色、结构、构造、成分（矿物成分及

结构组分）、岩石的组合规律（夹层型、互层型或韵律型）。

⚫ 化石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化石种类（野外定名）、保存程度、

富集程度、围岩种类及特征。

⚫ 标本登记：标本号、名称、采集点位（皮尺读数）。标本编号

（如，B：岩石标本，H：化石标本）。同类标本按采集顺序依

次编码，如：B001、B002、…。

⚫ ②绘制地质素描图或拍摄地质照片
⚫ 对于重要的地质现象（如：地层接触关系、重要的沉积构造、

断层证据、……等等）应绘制地质素描图或拍摄地质照片。地

质素描图上要标明地点、产出层位、产状、比例尺、方向、图

名、图例等。

（一）、野外剖面测量

2、人员分工：记录本记录员任务



实测地层剖面野外记录本记录格式及内容

1）日期：2013年8月12日 星期一 天气 晴

2）地点：巢湖铸造厂西北凤凰山采石场

3）工作内容：实测石炭系地层 剖面号 I-I’

4）目的任务：查明巢湖铸造厂西北凤凰山一带石炭系层序特征，各地层单位的岩

性特点，顶底及分界标志，地质构造特征。收集沉积构造等岩相标志及收集化石和

岩石标本采集。

5）人员及分工：赵（分层）、钱（前测手）、孙（后测手）、李（标本及样品）、

周（产状）、吴（记录表格）、郑（记录本记录及信手剖面图绘制）。

6）剖面名称：巢湖铸造厂西北凤凰山一带石炭系实测地质剖面

7）剖面位置：包括起点和终点经纬度坐标以及地名。如经纬度：N： E：

8）导线总方位：175°

9）点号记录：包括点号、点位、点性、描述以及产状。

（一）、野外剖面测量



（一）、野外剖面测量

 

 

 

 

 

点位 

点义 

露头 

描述 

点 SE：0 层 

 

 

 

点 NW：1 层 

 

 

 

 

 

 

2 层 

导线号:0—1 ， 斜距:41m ， 导线方向:2°，坡角:-3° 

 

D1001 

H-50-79-A（30，19） 

 

横山 50°方向 800m 处采石场，0—1 导线 10m 处 

O2h﹨O3b 

天然露头 

 

0-10m ，O2h： 

岩性(岩石名称、颜色、结构、构造、成分)、岩石组合规律、化

石（种类、保存状况、富集程度）、……… 

6.5m 处地层产状：358°16° 

10-35m ，O3b： 

岩性、…… 

12m 处地层产状：356°16° 

30m 处采集标本：灰白色微晶生物屑灰岩 

30m 处采集标本：腕足类 

与下伏层（O2h）之间的接触关系及其证据 

 

35-50m 

 

 

 

 

 

 

 

 

 

 

 

 

 

 

 

 

 

 

 

 

 

 

 

 

 

 

 

 

 

 

 

 

 

B101 

H101 



①在地形图上标绘剖面内容：包括剖面起止点及剖面线位置、
实测剖面编号、剖面上的地质点位及其点号、地层分层界线及
地层代号、代表性的地层产状。在地形图上标绘剖面内容应该
在野外完成。

②读皮尺：主要包括读取地层分层点、地质现象素描或照相点
等地点的皮尺读数，并及时把读数报给表格记录员。该项工作
应与表格记录员密切合作共同完成。

③绘制剖面草图：草图上要标明剖面方向、地形、分层界线、
分层号、地层代号、产状、接触关系、标本采集位置、剖面线
上的主要山头或村庄的位置与名称、导线号、图名、图例、比
例尺。作图方法与该路线信手地质剖面图基本相同。

（一）、野外剖面测量

2、人员分工：绘图员任务



①采集各类标本：岩性、化石标本一般应逐层系统采集，
岩性标本规格多采用3×6×9㎝。化石标本没有一定的规
格，一般视化石的大小而定。

②标本编号与包装： B：岩石标本，H：化石标本。

③数据传递：把标本编号、标本名称、标本采集点的皮尺
读数报给表格记录员。

④测量地层产状：将测量结果和产状测量点的皮尺读数报
给表格记录员。每一分层都应该测量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层
产状。

（一）、野外剖面测量

2、人员分工：标本采集员任务



野外剖面实测结束后，应及时进行室内资料整

理，并绘制实测地层剖面图。包括：

1. 数据计算

2. 绘制导线平面图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图

（二）、室内剖面绘制



➢ 野外实测获得的数据：

➢ 斜距（L）、地层倾角（α）、坡角（β）、

➢ 导线方向（σ）、地层走向与导线的夹角（γ）、

➢ 各分层斜距（Li）等

➢ 计算求得：

➢ 导线与各分层的水平距（W）、地形高差（H）、

➢ 地层厚度（h）、剖面线（总）方向、

➢ 地层在剖面线方向上的视倾角（α΄）等

➢ 计算结果必须填写在实测地层剖面计算表中。

1. 数据计算

（二）、室内剖面绘制



水平距: W = L · COSβ

地形高差: H = L · SINβ

（1）计算导线与各分层的水平距（W）和地形高差（H）。

1. 数据计算

（二）、室内剖面绘制



1. 数据计算

（二）、室内剖面绘制

岩层倾向与坡向的3种关系

（2）计算地层厚度

①

③

②



1. 数据计算

（二）、室内剖面绘制

（2）计算地层厚度



（二）、室内剖面绘制

1. 数据计算 （2）计算地层厚度



（二）、室内剖面绘制

1. 数据计算 （2）计算地层厚度



岩层厚度综合计算公式：

h=L*(sinα*cosβ*sinγ ± cos α*sinβ)

（二）、室内剖面绘制



➢ （3）求取剖面线（总方向）：在无导线平移的情况下，
剖面线（总）方向一般指剖面起点至终点的方向。该方
向通常利用导线方向和导线水平距作图求得。

例如：某地层剖面实测结果如下：

导线号：0-1、1-2、2-3

导线方向：30°、10°、35°

导线平距35m、40m、20m

先确定剖面起点的位置和正北方向，然后

按导线方向、导线水平距，顺次画出导线

（如右图），直至剖面终点。将剖面起点

和终点连接起来，起点和终点的连线与正

北方向的夹角为剖面线（总）方向， 如右

图所示，该角度为22.6°。

1. 数据计算

（二）、室内剖面绘制



（4）求地层视倾角

视倾角(α΄)、真倾角(α)、剖面线和走向的夹角(γ)：

tanα΄ = tanα * sinγ

A B

CD

E F

G

H

O

γ

α ΄

α

α΄

推导过程：tanα΄ = HO/OC = (OG* tanα)/OC =  tanα*OG/OC= tanα* sinγ

（二）、室内剖面绘制

1. 数据计算

见野外记

录本附页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图常用的有两种方法——直线法和导线法。

根据各导线斜坡距和坡度角作辅助线，画出各导线点的位置。

直线法：要求实测剖面的导线方向全部垂直（或近于垂直）地层走向。

导线号 0-1 1-2 2-3 3-4

导线坡度角(°) 20 10 -20 -5

导线斜坡距（m） 34 40 35 28

（二）、室内剖面绘制

2. 地层剖面图——直线法

102˚

4

2

3
1

0 20˚

10˚
-20˚

-5˚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图常用的有两种方法——直线法和导线法。

直线法：要求实测剖面的导线方向全部垂直（或近于垂直）地层走向。

（二）、室内剖面绘制

2. 地层剖面图——直线法



• 如果实测剖面受到岩层出露和通行条件的限制，使导线
方向不能始终保持与地层走向垂直（或近于垂直），这
种情况下就应该采用导线法绘制剖面图。作图步骤如下：

①画导线平面图

• 在图纸上确定剖面线方向：通常规定剖面线方向平行与
图纸的横向（水平方向），剖面的W、NW、SW或N（0°）
端放在图的左侧，剖面的E、NE、SE或S（180°）放在图
的右侧。按导线方向（方位角）、导线斜距，从起点开
始，顺次画出每一导线。并在导线点上画上实心小圆圈，
在实心小圆圈的正上方标上导线号。

• 根据各分层的斜距，在导线上依次标出各地层分层点。
在导线的下部标上分层号。在导线的上部标上各分层的
地层产状。

（二）、室内剖面绘制

2. 地层剖面图——导线法



②画地形轮廓线

• 根据剖面图的图面高差和图纸的高度，在导线平面图的
下方适当的位置连接起点和终点画一条横线，作为剖面
基准线，其标高设为0m，这是一条作图辅助线，应尽量
画得轻些，剖面图做完后还要擦掉。

• 将各导线点垂直投影到基线上，从起点处按照换算的视
坡角（以导线总方位角、各段导线方位角及坡脚换算）
画线相交于投影线。依次将各导线点处理完毕。

• 用圆滑的曲线将各高程点连接起来，即形成地形轮廓线。

（二）、室内剖面绘制

2. 地层剖面图——导线法



③画地层界线

• 把导线平面图上的各分层点、组与组之间的地层界线点
向下沿地层走向投影到地形线上，过投影点，按照地层
倾向和视倾角，画出各分层界线和组与组之间的地层界
线，但依然标注真实的产状。

（二）、室内剖面绘制

2. 地层剖面图——导线法



（二）、室内剖面绘制



➢ 在地形剖面图上绘制地质要素

➢ 画地层界线。

➢ 填岩性花纹、标上产状、分层号和地层代号：按照地层视倾
角给每一分层画上岩性花纹。在岩性花纹的下部，标上地层
产状（用真倾向和真倾角表示）、分层号和地层代号。确定
标本采集点在剖面图上的位置并写上标本编号。

➢ 先按照标本采集点的水平距，定出采集点在导线平面图上的
位置。然后将采集点在导线平面图上的位置向下沿地层走向
投影到地形线上，该投影点就是标本采集点在剖面图上的位
置，在其上方距地形线约1.5cm的高度上写上标本编号，并
用垂直虚线将标本编号和地形线连接起来。

（二）、室内剖面绘制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



➢ 绘制图例及责任表

➢ 图例排列顺序：按照地层单位代号，由新到老排列（参考教材
顺序），如①松散沉积岩，②沉积岩，③变质岩，④地质构造，
⑤其他（岩层产状、层序号、标本及化石代号等）。

图
例

图例规格 0.8cm

1.2cm

（二）、室内剖面绘制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

P89



单 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班级 小组

图 名 巢湖北部狮子口志留系实测地质剖面图

制 图 图 号 Ⅰ 

组 长 比 例 尺 1:1000

指导老师 资料来源 实测

队 长 马润勇 日 期 2010-09-09

责任栏格式及大小

2.0cm

9cm

2.5cm

4.8cm

2.0cm2.5cm

0.8cm

（二）、室内剖面绘制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



➢ 1、绘制剖面地质要素顺序：①断层、岩脉，②分层界

线、地层产状，③岩性花纹填绘。

➢ 2、相邻上、下地层间倾角相差较大，又非断层影响或

角度不整合：绘岩性花纹时将倾角差额平均分配，岩性

线不能相交；岩性线渐变自然过渡；

➢ 3、用终点高程校正累计最终高程；

（二）、室内剖面绘制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



➢ 4、岩性线长1.0cm，间距2-3mm（厚层取3mm、薄层取

2mm），分层线1.5cm，分组线2.0cm，分系（统）线

2.5cm；注意保证地形线与岩性线下端的连线近平行

（即呈平行条带状）；

（二）、室内剖面绘制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

C1h C2h
C2ch

P1q
P1g



➢ 5、核实无误后便可对图面进行整饰（上墨）；

➢ 6、比例尺：剖面图的水平比例尺可以采用文字比例尺或线

条比例尺，垂直比例尺一般采用线条比例尺 ；当水平与垂

直比例尺不一致时分别标识；

➢ 7、导线平移：导线平面图中平移段用虚线连接分段绘制，

导线号数字不变，数字右上角加΄以示区别；在剖面图中地

形线用虚线连接，表明平移方向和距离（一次平移由多条

导线组成时取总方向和总距离）。

（二）、室内剖面绘制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



实测地质剖面图

导线平面图

剖面长度应和平面图长度相等，剖面总方向线平行剖面图水平基线。

（二）、室内剖面绘制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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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段导线图的绘制

• 导线号在平移段的编号：数字不变加注上标。

–例如在3-4导线后开始平移，则平移导线的编号为4-4΄，当一条

平移导线不能完成平移时，多条平移导线连续编号：4΄-4΄΄、
4΄΄-4΄΄΄，依次类推；直到平移完成进行正常的实测剖面继续编

号4-5、5-6等；

• 平移段主要记录导线方位角、坡角以及斜距。

–沿层面平移时可以不记录岩性，需备注沿哪一岩层的进行平移；

• 平移段在导线图中用虚线连续绘制（比例尺不同时须注明）。

• 含平移的导线图不能直接首尾点连接旋转确定导线总方

向（误差太大，总方向偏离岩层倾向太多）；可分段确定本分

段导线总方向（分段标注方向）。

• 含平移段的导线图可根据岩层倾向确定基线。

（二）、室内剖面绘制

2. 导线平面图



导线平面图中平移段的画法

（二）、室内剖面绘制

2. 导线平面图 平移段导线图的绘制



平移段剖面图的绘制

• 地质剖面与导线对应分段绘制；对应导线段分段绘制地

形线，投影岩性、构造点等；

• 由于导线平移后两点间存在高差（不同高程），因此平

移段在地质剖面图地形线是不连续的（断开）；两点间

用虚线连接，并注明平移方向和平移距离；

• 分段确定导线基线（分段旋转）时，地质剖面分段绘制，

分别依对应基线标注剖面方向；分段间用虚线连接（并

标明平移方向和平移距离）；

• 依据岩层倾向确定基线时，可以直接投影绘制地质剖面

图（不旋转）。

（二）、室内剖面绘制

3. 绘制实测地层剖面



地层剖面图中平移段的画法

图中：B表示标本采集位置，H表示化石采集位置

假定高程

（二）、室内剖面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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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八点各班到后楼301室领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