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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环境与资源调查”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开设的“区域环

境与资源调查”专业实习课程是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专业本科生在完成相关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后开

设的一次综合性实践教学，是将前期开设的专业理

论课程知识运用到野外实践中，故与其他课程设置

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衔接性关系。其实习的目

的是增强学生对区域环境分析与资源利用知识学习

的兴趣，提高学生掌握环境监测技术与分析理论能

力，从城市功能、区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问

题等方面，让学生学习、掌握调查的过程和方法，

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二、实习背景需求分析

1. 实习地点选择

本次区域环境与资源调查实习地点在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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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周边地区和淮南市境内，实习时间为三周

时间。实习地的综合性、典型性、可达性、路线

确定性，指导老师对区域的熟悉程度和学生对区

域实习地点的认知程度等均影响到实习的效果。

淮南市为我校所在城市，其南邻六安市。两

个城市是我校地矿相关专业实践的两大实习基地。

在此实习的专业有环境工程、地质工程、水文与

水资源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等。教师对实

习地点的熟悉程度较高，在该区域有较多的实践

教学成果 [1]，同时其科研成果也颇为丰富。实习

地点是集教学实践、科学研究和生产应用为一体

的天然实践平台。

实习地点处于我国淮河—秦岭南北气候过渡、

华南和华北板块地质交界区域（表 1），具有南北

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区域空

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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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认识，采取视频和图片展示和虚拟平台上机体

验两种方式。最后，学生通过实习前动员与课程

学习，了解野外调查过程和方法、室内试验内容、

“资源调查与制图”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主要

做好实习前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技能的学习。

表 1 淮南市与六安市区域环境对比情况

           区域概况
     城市

地质构造 地形地貌 气候水文 土壤 - 植被 资源禀赋与利用 区域环境

淮南市

华 北 地 层
区—淮河地
层 分 区； 中
朝 准 地 台、
淮 河 台 坳、
淮南陷褶断
带东部的淮
南复向斜

江淮丘陵与黄淮
平 原 的 交 界 处，
兼 有 平 原 和 丘
陵；淮河由西向
东横穿全市，淮
河 以 南 为 丘 陵，
淮河以北为淮北
平原

北纬 32゚ 40´，四季分
明，年平均气温 16℃，
年平均降雨量为 969 毫
米，属大陆温带半湿润
季风气候区；最大的地
表水为淮河，支流有东
淝河、窑河、西淝河、
泥黑河等，湖泊众多；
采煤塌陷积水范围大

淮南地区土壤随
淮南矿业的发展
污染趋势增大；
灰场或矸石堆附
近的土壤高于淮
南矿区土壤元素
值，如 Cu、Cd、
P b 、 A s 、 H g 。
植被覆盖主要为
农作物

煤 炭 资 源 丰 富； 此
外，还有高岭土、石
灰 岩、 白 云 岩、 磷
矿、含钾岩石、陶粒
页岩、砖瓦黏土、地
下 水、 矿 泉 水 等 资
源。淮南地区的矿产
都是沉积成因的

主 要 地 质 灾 害 有：
采矿塌陷、岩溶塌
陷、崩塌和滑坡及
地面沉降；环境地
质问题有：矸石与
粉煤灰堆积，垃圾
堆放污染、土壤与
水 体 重 金 属 污 染、
大气污染等

六安市

扬 子 地 层
区—大别山
地 层 分 区；
构 造 为 合
肥—六安凹
陷构造单元
的南西边缘
地带

大别山北坡面向
淮北平原的斜面
上，西南高，东
北 低， 有 山 地、
丘陵、岗地和平
原四个地貌类型

北亚热带的北缘，湿润
季风气候。区域地表水
与地下水资源丰富，包
括淠河、史河、杭埠河
三大河流，佛子岭、磨
子潭、响洪甸、梅山、
龙河口、白莲崖六大水
库，和国内外知名的水
利枢纽工程等

北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植被带、皖
中落叶与常绿阔
叶混交林地带，
维管、被子、种
子 植 物 属 种 丰
富，森林覆盖率
高，茶园面积较
大，农副产品居
全省前列

地壳运动比地壳运动
较活跃的地区，是成
旷条件较好的区域。
矿产资源的特点是总
量大，品种多。六安
市以融红色、绿色、
古色为一体的旅游产
业特色鲜明

植被覆盖度高，水
资源丰富，水资源
开 发 利 用 程 度 高；
以生态城市与生态
旅游为导向，林业
资 源、 红 色 旅 游、
古文化旅游资源利
用程度高

间上连续，自然环境、地质构造和人文文化的区

域环境差异明显，两个城市禀赋的资源条件差异

亦很明显 [2-3]，为“区域环境与资源调查”提供了

很好的学习对比条件。

2. 现有实习模式存在问题

当前“区域环境与资源调查”实习多为传统模

式：定点定项内容，区域综合性实习欠缺；教师

讲解灌输模式；认知、考察性实习多，探索应用

性实习少等。 这种以教师为主导的语言灌输与理

论传授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掌握教学内容和实

现教学目标效果不佳，致使学生缺少理论与实际

地理现象紧密联系的条件，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与

积极性不强。

三、“虚拟体检平台”与实习模式的构建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实习模式图（图1），

以“课堂理论知识—视频与图片展示—虚拟实习

体验平台—实地野外调查—内业整理”为路线，强

化相关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的培训，帮助学生

构建区域环境与资源调查知识体系，培养学生对

现象和规律分析、 局部和整体把握、实际和理论结

合应用的地学素养能力的培养。

1. 室内培训阶段

首先，应确保学生明确实习目的、任务、内

容和预期成果。收集实习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料；调

查区域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了解实习地历史沿革与人文历史。其

次，为让学生对于实习地区有更直观更充分的提

图 1 “区域环境与资源调查”实习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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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地调查前内业阶段

野外调查前的室内整理与分析工作是完成课

程学习的必不可少部分。如准备淮南市和六安市

遥感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影像数据室内

预处理：提取不同年份、不同时相的水系、植被、

道路矢量图等，绘制城市地图；提取 DEM 分水岭

和流域。为研究实习地在近些年随工业煤炭资源

等开采、自然条件改变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等所引

起的水系、植被的时空演变做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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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习虚拟体验平台

将区域环境与资源调查实习的目标、内容、

任务要求按照研究性教学认知规律整合，在后期

的实习教学中，不断完善区域影像地图、数字高

程数据和属性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完成立体影像

地图的三维适时属性数据调取系统，并可展示内

业整理阶段的专题演示，将此平台运用至学生野

外实地调查前的体验学习中，以期达到最佳教学

效果。

实习虚拟平台依据实习需求分析为背景，集

成 3S 技术、3D 模型构建、数据库等相关技术，从

而构建一个以文字、图片、视频、遥感影像、虚

拟野外实习场景等一体化的虚拟实习平台。该平

台结构如图 2 所示，将实现虚拟实习、理论手册、

专题研究三大模块。虚拟实习和理论手册模块将

有效应用于室内培训阶段，使得学生对实习地的

地质构造、环境状况、自然地理景观和当地人文

地理景观进行提前认识了解，总结归纳出实习地

的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土壤、动植物与区

域资源的成因。专题研究模块是学生后期完成的

相关专题研究成果、表格、影像的录入，如进行

六安区域丰水、枯水期的地表水体的变化研究、

植被的年内或年际的变化研究、淮南煤炭开采沉

陷积水区变化或复垦情况研究等，进一步更新充

实实习虚拟体验平台的内容，并加强学生对现象

和规律、局部和整体、实际和理论的时空地学素

养的掌握能力。

4. 野外实地调查阶段

（1） 区域环境和资源分析。

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范围、行政边界、面

积、地质地貌、水文与气候、土壤资源与土地利

用、植被种类与植被覆盖、生态系统与区域环境、

矿产资源、水资源、林业资源、生物资源、土地

资源等。区域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现状与分

析等。

人文环境：区域的产业、社会经济、科技教

育、城市规划、历史沿革、地方发展政策方针等

调查与评价。

其中，六安市的调查重点为林业资源、水资

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调查等。淮

南市调查重点为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

旅游资源、开采沉陷与岩溶塌陷调查与矿区生态

恢复调查等。

（2） 环境质量分析。

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质量及其保护现状进

行调查。调查应在分析已收集资料基础上，进行

现场调查或实验室测试分析，要注意调查内容的

相关性、全面性和数据表达的科学性。实习内容

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纯性的对象描述，应更多地关

注过程与格局、人地关系、对象的时空变化及其

驱动力和地球系统的预测等方面的探讨与研究 [4]。

从地球系统的动态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方面激发

学生的思考，从而得到巩固理论知识，综合地应

用所学知识的效果。紧密联系环境质量调查与资

源禀赋和利用的关系，由静致动、由今推古，预

测未来发展的趋势。

5. 内业整理阶段

该实习的内业工作主要是撰写实习报告、实

习日记和实习市影像图、属性数据的处理。通过

野外调查前的室内整理与分析工作所获得的处理

后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专题研究，如利用遥感

技术提取六安区域丰水、枯水期的地表水体的变

化情况，植被的年内或年际的变化情况；淮南市

近 30 年由于煤炭开采沉陷积水区变化或复垦情况

分析；六安市和淮南市水质量现状对比分析，从

而总结目前我国在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启发学生考虑采取如何积极可行的措施来促进生

态环境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资源与环境调查分析中的水质监测须带回实

验室进行测定，每种水样设置一平行实验。水质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pH 值、水的总氮、固体颗粒、

水中悬浮物等指标。水质评价采用单因子评价法，

并辅助污染指数法可作为补充，灰色评价法和模

糊数学法，作为参考。

四、实习方法与技术

资源的多样性决定了调查方法的多样性，因

图 2 虚拟实习模块总体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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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须综合归纳出共性的方法作为主要的调查方

法，以用于研究资源的形成条件、组合状况、分

布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等 [5]。

资源调查采用以实地（现场）考察或调查为主，

多种方法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调查的方式。如资

料收集分析法、现场测绘、采样调查、野外观测、

试验室测试分析 [6]、室内解译与制图方法等。现代

调查技术有网络通讯、GPS 定位系统、遥感技术、

GIS 等方法与技术等 [7]，各种方法的综合、灵活应

用为提高调查的工作效率，全面地探索大范围的

资源问题提供了基础。野外调查是基础，是资源

调查中最常用而且最为有效的一种调查法；野外

作业与室内分析应相互结合，是获取资源信息的

主要途径；不断地融入新方法和技术，是资源调

查发展的趋势 [8]。

五、实习组织

实习过程中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实习内容的

合理安排、实习内容的指导方式等细节均影响着

实习完成的效果。实习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理解

区域环境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以便于合理利

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达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

调发展。应用已学的知识、技术、方法解决区域

特定的问题是实习最终的目标。组织学习上有教

材（实习指导书）自学、老师专题讲解、视频与图

片资料展示、分组室内准备、实习讨论与成果汇

总等方式。

为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在实习态度、

专业素质、实习讨论与交流、团队合作、实习任

务完成量和实习效果方面建立学生成绩定量评价

标准，在各个环节充分调动出学生的积极性。

通过任务分解驱动、分工与合作完成实习内

容。若其中一组完成质量较差，将最终影响实习

汇总数据的正确性或完整性。要较好地完成上述

任务，组间首先要协调完成数据源的时相性（年

份和月份），比较并确定提取的方法和精度保证；

动态或静态的 GIS 提取方法、数据汇总的表达形

式；水质提取的内容与提取方法等。由于实习时间

控制，若由每组完成全部的实习任务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完成具体任务时，大家在相互学习、沟通、

分工合作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加强

了团队合作的意识，提高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实习线路设计采用“以点连线—以线控面”的

方式，可以节省实习时间、经费和精力等，这就

要求指导老师在实习前精心设计实习线路与实习

内容的关系，实习内容既能循序渐进、又能综合

全面。

六、结语

区别于传统的课程教学，综合性野外实习给

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使思考对象具体化。

在进行野外教学过程中，也会有着如经费不足、

时间不够、学生安全等各方面的考虑，因此，在

后期的实习教学中，不断完善区域影像地图、数

字高程数据和属性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完成立体

影像地图的三维适时属性数据调取系统，建立一

套“虚拟实习体验平台”。运用该平台将“课堂理

论知识—视频与图片展示—虚拟实习体验平台— 
实地野外调查—内业整理”进行有机地整合，并不

断地更新与完善实习体验平台的内容，以便取得

更好的实习效果。同时，通过该实习平台的构建，

完善平台体系设计、内容设计、界面设计、互动

方式设计、体验设计与优化等，为其他相关专业

类似实习的教学实践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刘文中，郑建斌，陈健．淮南及邻区地质认识实习基地教学资源评述 [J]．中国地质教育，2015，24（2）：62-65．

[2]　谭绿贵，王本伟，李光耀，等．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六安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之对策探讨 [J]．皖西学院学报，2011，27（5）：

70-75．

[3]　李典友，李婷婷，李小刚，等．安徽（六安）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生态旅游资源及开发利用 [J]．安徽农学通报，2013，19（6）：

150-151，155．

[4]　傅伯杰，冷疏影，宋长青．新时期地理学的特征与任务 [J]．地理科学，2015，35（8）：939-945．

[5]　李永军．“国土资源调查方法”教学指导思想的探讨 [J]．中国地质教育，2010，19（1）：95-100．

[6]　赵前信．四种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在六安市水库中的应用 [J]．环境工程，2014，32（3）：113-116．

[7]　孙元杰．水文水资源调查中遥感技术的应用 [J]．农业与技术，2016，36（14）：224．

[8]　张辉．基于 WebGIS 的野外实习教学辅助系统研究 [D]．南京：南京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