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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考研资料由本机构多位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2024年考研初试首选资料。 

一、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考研真题汇编 

1．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 2004-2006、（回忆版）2010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二、2024年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考研资料 

2．《普通地质学》考研相关资料 

（1）《普通地质学》[笔记+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普通地质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普通地质学》考研知识点纲要。 

说明：该科目复习考试范围框架，汇总出了考试知识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普通地质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普通地质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普通地质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普通地质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3．《矿物学导论》考研相关资料 

（1）《矿物学导论》[笔记+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矿物学导论》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矿物学导论》考研知识点纲要。 

说明：该科目复习考试范围框架，汇总出了考试知识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4．《结晶学导论》考研相关资料 

（1）《结晶学导论》[笔记+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结晶学导论》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29 矿物学之《结晶学导论》考研知识点纲要。 

说明：该科目复习考试范围框架，汇总出了考试知识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三、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5．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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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6．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考研初试参考书 

《矿物学导论》陈武地质出版社 

《普通地质学》吴泰然北京大学出版社 

《结晶学导论》罗谷风地质出版社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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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考研核心笔记 

 

《普通地质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意义 

考点：地质学的研究方法 

考点：地质学的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 

考点：普通地质学的任务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意义 

（1）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图 1-3）,其范围包括了从地核到外层大气的整个地球,但主要是固体

地球部分。随着地球科学的发展，地质学的研究对象也在发生变化。 

 

（2）地质学研究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①地球的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 

②地球的形成和演化； 

③研究地质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实用技术。 

地球的物质组成主要研究元素、矿物、岩石、建造甚至是构造单元以及它们的行为特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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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其研究结果对自然辩证法体系的完整性也有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高度评价了赖尔和达尔文的工作。 

地质学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 

（4）1993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也编写了《固体地球科学与社会〉一书，为 21世纪的地球科学提岀

了四个目标： 

①了解所有研究领域的各种作用过程； 

②满足自然资源的需求； 

③减轻地质灾害； 

④调节和缩小全球变化的影响。 

【核心笔记】地质学的研究方法 

（1）大多数地质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工作是从野外调査开始的，传统的野外地质调査所使用的工具是

被地质工作者称为老三件的锤子、罗盘、放大镜。今天的野外地质装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笔记本电

脑、数码相机、手执 GPS已经成为新三件，甚至更先进的卫星电话、现场成像系统等（图 1-6）. 

 

（2）野外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三项: 

①确定地质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②确定地质事件发生的时间关系； 

③采集典型的野外标本。 

完成野外工作以后,大部分地质学分支学科还需要进行室内的分析研究工作，对岩石样品各种物理、

化学指标的分析。 

（3）室内外研究只是地质学研究的基础，地质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应该包括如下的步骤: 

 

【核心笔记】地质学的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 

从地质学各主要分支学科研究的内容看，大致可以把地质学划分为下列几个大的领域： 

（1）研究地球物质组成的学科（如岩石学、矿物学、晶体光学等）； 

（2）研究地球结构、构造的学科（如显微构造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等）； 

（3）研究地球演化历史的学科（如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等）； 

（4）综合性学科（如区域地质学、海洋地质学、环境地质学等）； 

（5）应用性学科（如矿床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灾害地质学等）； 

（5）研究新技术的学科（如遥感地质学、数学地质学、信息地质学等）。 

【核心笔记】普通地质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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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质学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归纳式的逻辑推理； 

②大跨度的空间和时间尺度； 

③结论的不确定性。 

（2）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种办法： 

①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获得最合理的结论； 

②依靠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更新，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去获得更精确的资料，使结论越来越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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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宇宙、太阳系和地球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宇宙起源的哲学观 

考点：大爆炸理论 

考点：星系的演化 

考点：太阳系的构成 

考点：太阳系起源问题的假说 

考点：太阳系的其他天体 

考点：地球的早期演化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宇宙的起源 

（1）宇宙的起源历来是天文学家和广大的科学爱好者所关注的问题。 

①传说远古时期，天地形成之前到处是一片混沌，分不出东西南北，在这一片混沌的中间孕育了人类

始祖盘古氏，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起源朴素的理解。 

②古印度人认为，世界像球面的一部分，由几头巨兽驮着，巨象站在海龟的背上，海龟又骑在盘卷成

一团的巨蛇上面，高高的塔尖就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图 2-2）。 

 

③古埃及人则认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四周环绕高山的谷底，天被山峰支撑着，天的形态好像屋顶，星

星是悬挂在屋梁上的油灯（图 2-3） 

 

 

1.宇宙起源的哲学观 

（1）关于宇宙的起源,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李聃的一段话历来为研究宇宙起源的科学家所推崇，《老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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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学导论》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矿物的化学组成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元素克拉克值（clarke）： 

考点：地壳中化学元素的分布特征 

考点：矿物的化学式 

考点：矿物晶体化学式的计算 

考点：水的存在形式 

考点：“水”的类型 

考点：胶体矿物的概念 

考点：胶体矿物的形成 

考点：胶体矿物的特点： 

考点：胶体的老化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地壳中化学元素的丰度 

1.元素克拉克值（clarke）： 

各种化学元素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 

即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百分比。 

元素克拉克值： 

（1）确定了地壳中各种地球化学作用的总背景 

（2）它是衡量元素集中、分散及其程度的标尺 

地壳中 O、Si、Al、Fe、K、Na、Ca 等元素丰度最高，浓度大，容易达到形成相应矿物的条件，而浓

度小的元素较难形成独立矿物。这也是自然界矿物种类远远低于实验室条件下的化合物种类的原因 

 

2.地壳中化学元素的分布特征 

（1）元素丰度悬殊很大 

丰度最大者：氧 O——46.6% 

丰度最小者：砹 At——3×10-24%，一共只有 0.28 克 

丰度最大的 8 种元素占地壳的 98%以上，是地壳中各类岩石的基本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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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氧盐和氧化物矿物分布最广。其中: 

硅酸盐矿物占矿物总种数的 24%,占地壳总重量的 3/4 

氧化物矿物占矿物种总数的 14%,占地壳总重量的 17% 

（2）元素不仅含量差别很大，而且它们分布情况也不一样。 

聚集元素：aggregatedelement 

趋向于集中，形成独立的矿物种，甚至聚集成矿床：Ti、Bi、Hg、Ag、Au 等 

分散元素：dispersedelement 

常常仅作为微量元素混入物赋存于主要由其它元素 

组成的矿物中：Rb、Cs、Ga、Sc 等 

 

【核心笔记】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 

元素的离子类型 

惰性气体型离子： 

最外层具 8 个电子(ns2np6)或 2 个电子(1s2)的离子 

铜型离子：指外层具有 18 个电子(ns2np6nd10)或 

(18+2)个电子(ns2np6nd10(n+1)s2)的离子 

过渡型离子：指最外层电子数为 9～17(ns2np6nd1～9)的离子 

 

相容元素:岩浆结晶过程(或固相熔融)中易进入或保留在固相中的微量元素。“喜欢固相; 

不相容元素:岩浆结晶过程(或固相熔融)中不易进入固相，而保留在与固相共存的熔体或溶液中，随演

化在液相中浓度逐渐增大，如 Li、Rb、Cs、Be、Nb、Ta、W、Sn、Pb、Zr、Hf、B、P、CI、REE、U、

Th。“喜欢”液相或气相。（青岛金м榜华研教В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离子的结合还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如 Fe、Mn： 

（1）在还原条件下多与硫结合形成： 

黄铁矿或白铁矿（FeS2）、硫锰矿（MnS）； 

（2）在氧化条件下多与氧形成： 

赤铁矿（Fe2O3)、磁铁矿（Fe3O4)、 

软锰矿（MnO2) 

冶炼过程中，矿石中的微量元素按其化学亲和性的不同发生了再分配现象。 

富集于铜锭中的元素： 

Cu、Bi、Ag、Au、As、Sb、Sn、Cd、Se、Te、Ge 等亲铜亲硫元素； 

富集于炉渣中的元素： 

Fe、Ca、Si、Al、K、Na、Zn、Ti、W、Mo、Mn、Nb、Ta、Zr、Hf、V、Th、Be 等亲石亲铁元素和

稀土元素； 

在冶炼过程中挥发丢失了的元素： 

S、B、W 等。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51 页 共 

409 页 

 

【核心笔记】矿物化学成分及其变化 

矿物化学成分的变化 

晶质矿物主要是类质同像 

胶体矿物主要是吸附作用 

任何结晶完全的矿物均不免存在包裹体等混入物 

 

【核心笔记】矿物的化学式及其计算 

1.矿物的化学式 

（1）概念 

以组成矿物的化学元素符号按一定原则 

表示矿物的化学成分。 

（2）表示方法 

①“实验式”：（青岛金д榜华研教〼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只表示矿物化学成分中各种组分的种类、数量比的化学式。 

它不能反映原子在矿物中的结合关系。 

白云母 K2O·3Al2O3·6SiO2·2H2O 

②“晶体化学式”或“结构式”： 

除了能表示化学组分的种类、数量比外， 

还能反映矿物中原子的结合情况: 

矿物晶体结构式的书写原则： 

a.阳离子写在化学式的开始，阴离子写在阳离子之后，络阴离子要用方括弧括起来，以此与矿物中其

它构造单位区分； 

如方解石 Ca[CO3] 

b.在复盐中的阳离子要按离子的碱性强→弱排列； 

如白云石 CaMg[CO3]2 

c.附加阴离子写在主要阴离子的后面； 

如黄晶 Al2[SiO4](F，OH)2 

d.结晶水写在化学式的最后，用点号把它与矿物的其它成分分开；若含水量不定，则常用 nH2O 或 aq

表示， 

如绿松石 CuAl6[PO4]4(OH)8·4H2O 

蛋白石 SiO2·nH2O 或 SiO2·aq。 

e.相互以类质同像置换的离子用圆括弧括起来，彼此用“，”分开，按含量由多→少排列； 

如堇青石（Mg，Fe)2Al3[Si5AlO18] 

f.有时为了详尽地表示出矿物的化学成分，还要说明离子电价(变价离子)和对应的离子数目，按价态从

低→高排列。 

特别说明： 

在计算出矿物中各元素的离子数之后书写晶体化学式时，习惯上将其具体数值分别写在各元素符号之

右下角，同时呈类质同像替代关系的各元素之间无需再加逗号，并在小括号之后下角列出小括号内各元素

离子数之总和。 

 

2.矿物晶体化学式的计算 

（1）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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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单矿物的化学全分析数据； 

②.晶体化学理论及晶体结构知识，对矿物中各元素的存在形式作出合理的判断，并按照电价平衡原则，

将其分配到适当的晶格位置上； 

③.X 射线结构分析资料。 

说明： 

单矿物的化学全分析的结果，其一般允许误差≤1%，即矿物中的各元素或氧化物的质量百分含量

（WB%）之总和应在 99%～101%。 

（2）方法 

成分较简单的矿物化学式计算 

步骤： 

①检查矿物化学分析结果是否符合精度要求。 

② 

 ( )
=
组分 质量百分含量

组分 摩尔数
组分 原子量 分子量

的
的

的 或

ωB%  

③将各组分的摩尔数化为简单的整数。 

④写出矿物的化学式。 

成分复杂的矿物化学式计算 

计算原则： 

①尽量使占位的离子数目保持合理； 

②尽量使正负电荷总数保持平衡。 

计算前提： 

①必须有矿物的化学全分析数据； 

②必须已知矿物的化学通式。 

阳离子计算法 

理论基础:以矿物化学式中严格定位一高电价、低配位、半径小、含量又稳定的阳离子数作为换算基数

求公约数，进而确定所有阳离子的系数。氧(含氢氧根)的总数等于通式中理论值。 

计算步骤: 

a.求阳离子数; 

b.求阳离子总数; 

C.查理论通式阳离子总数; 

d.求阳离子系数: 

f.平衡电价。 

阳离子系数计算公式: 

某阳离子系数=某阳离子数(小阳离子总数/通式中小阳离子总数) 

氧原子(阴离子)计算法 

理论基础:矿物单位晶胞所含氧原子不变，故以氧原子数为标准计算其他阳离子或阴离子含量。 

计算步骤: 

a.求氧原子总数; 

b.求阳离子数: 

C.查理论通式氧原子数; 

d.求阳离子系数; 

f.平衡电价。 

阳离子系数计算公式: 

某阳离子系数=某阳离子数/(氧原子总数/通式中氧原子总数) 

碱金属、碱土金属以及 Si、Al 元素可以形成 8e 或 2e 的稳定惰性气体型离子。 

它们有较大的半径和较弱的极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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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学导论》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导出空间格子的方法 

考点：晶体的基本性质 

 

考研核心笔记 

结晶学（晶体学）发展历史及分支学科简介： 

始于 17 世纪中叶人类的矿业活动，与天文学一起成为人类自然科学发展最早的两门科学。 

17～18 世纪：以研究晶体形态为主，也初步推测研究晶体内部结构的几何规律；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X－射线的发现及其对晶体结构的测量，进入晶体内部结构研究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透射电镜研究晶体内部超微结构细节； 

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准晶体，开辟了晶体对称理论新领域。 

分支学科： 

几何结晶学－研究晶体宏观形态几何规律，主要是对称规律。 

晶体结构学－研究晶体内部结构几何规律及缺陷。 

晶体化学－研究晶体成分与结构的关系。 

晶体生长学－研究晶体生长机理及其影响因素。 

晶体物理学－研究晶体物理性质及其产生机理。 

本课程以晶体形态对称规律及晶体内部结构对称规律为主，简介晶体化学与晶体生长。 

 

【核心笔记】晶体 

晶体（远古年代的定义：自发形成规则形态的物体；（图片） 

现代的定义：内部结构具有周期重复性，即具有 

格子构造的物体。） 

格子构造（晶体结构的周期重复规律，这种规律是可以 

用格子状的图形－空间格子表示的。） 

空间格子（表示晶体结构周期重复规律的简单几何图形 

要画出空间格子，就一定要找出相当点。） 

相当点（两个条件：1、性质相同，2、周围环境相同。） 

 

1.导出空间格子的方法： 

（1）首先在晶体结构中找出相当点，再将相当点按照一定的规律连接起来就形成了空间格子。 

相当点（两个条件：1、性质相同，2、周围环境相同。） 

具体的晶体结构是多种原子、离子组成的，使得其重复规律不容易看出来，而空间格子就是使其重复

规律突出表现出来。空间格子仅仅是一个体现晶体结构中的周期重复规律的几何图形，比具体晶体结构要

简单的多。 

（2）空间格子的要素： 

结点:空间格子中的点,代表具体晶体结构中的相当点. 

行列:结点在直线上的排列.（引出:结点间距） 

面网:结点在平面上的分布.（引出:面网间距、面网密度，它们之间的关系,见下图）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70 页 共 

409 页 

面网 AA’间距 d1 

面网 BB’间距 d2 

面网 CC’间距 d3 

面网 DD’间距 d4 

面网间距依次减小,面网密度也是依次减小的. 

所以:面网密度与面网间距成正比. 

 

平行六面体（晶胞）:结点在三维空间形成的最小单位（引出:晶胞参数：a,b,c;α,β,γ,也称为轴长与

轴角） 

 

平行六面体（晶胞）:结点在三维空间形成的最小单位（引出:晶胞参数：a,b,c;α,β,γ,也称为轴长与

轴角）（青岛金м榜华研教В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由晶体的格子构造会导致晶体的基本性质。 

 

2.晶体的基本性质： 

（1）自限性:晶体能够自发地生长成规则的几何多面体形态。 

（2）均一性:同一晶体的不同部分物理化学性质完全相同。晶体是绝对均一性，非晶体是统计的、平

均近似均一性。 

（3）异向性：同一晶体不同方向具有不同的物理性质。例如：蓝晶石的不同方向上硬度不同。 

 

（4）对称性：同一晶体中，晶体形态相同的几个部分（或物理性质相同的几个部分）有规律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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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例如下面的晶体形态是对称的： 

（5）最小内能性：晶体与同种物质的非晶体相比，内能最小。 

（6）稳定性：晶体比非晶体稳定。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72 页 共 

409 页 

 

第 2 章  晶体外形的自范性与晶体内部结构的三维平移有序性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空间格子的导出 

考点：空间格子的基本规律 

考点：晶体的球面投影原理 

考点：投影球要素及名称如下 

考点：直线的球面投影 

考点：晶面的球面投影 

考点：平面的球面投影 

考点：晶面极射投影的一些性质 

 

考研核心笔记 

一切晶体都具有自发地生长成为凸几何多面体外形的能力，亦即具有所谓的自范性；同时，晶体内部

的原子或离子则都按三维周期性平移重复的方式作有序排布而构成所谓的空间格子构造。 

 

【核心笔记】晶体结构的三维平移有序性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具体揭示的晶体结构，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和结晶学家布拉格父子于 1913 年实际

测定的 NaCl 晶体结构。随后，大量矿物晶体的结构被测定，所有结果都验证了晶体结构中的原子或离子

确实是以三维平移有序的方式排布的。 

下面来看一下 NaCl 的晶体结构。图 2.1 中由一些大球（代表 C1-）和小球（代表 Na+）所堆成的立方

体小块，代表了从 NaCl 晶体的内部结构中割取出来的极小的一部分。沿着这个立方体小块的棱的方向，

C1-和 Na+以相等的间隔交替排列，每隔 0.56402nm 重复一次；而在平行于立方体的面对角线方向上，C1-

或 Na+各自均以 0.39882nm 的相等间隔连续排列；在其他任何方向上，两种离子也无例外地总是呈相应的

周期性重复排列。 

实际资料证明，任何一种晶体，不管它所含原子或离子的种类有多少，也不管它们在空间排布的具体

形式有多么复杂，它们在三维空间呈周期性平移重复规则排列的特性都是共同的。所以，晶体内部结构的

这种三维平移有序性是一切晶体的共同特征，也是晶体区别于其他物体的根本特性。 

 

 

【核心笔记】空间格子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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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考研复习提纲 

 

《普通地质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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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829矿物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普通地质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判断题 

1． 地震的震级可以通过地震仪记录的 P波和 S 波的震幅计算出来。__________ 

【答案】√ 

 

2． 黄铁矿也是一种重要的炼铁原料。__________ 

【答案】× 

 

3． 本世纪六十年代板块构造理论的兴起成为地质学领域的一次“新的革命”。__________ 

【答案】√ 

 

4． 时间是岩石变形过程中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很难判断和度量它。__________ 

【答案】√ 

 

5． 自形程度愈好的矿物其解理也愈发育。__________ 

【答案】× 

 

6． 岩浆中二氧化硅的含量的多少对岩浆的粘性没有影响。__________ 

【答案】× 

 

7． 重结晶作用不能改变岩石原来的矿物成分。__________ 

【答案】√ 

 

8． 接触变质作用常常影响到大面积的地壳岩石发生变质。__________ 

【答案】× 

 

二、名词解释 

9． 沉积构造 

【答案】是指沉积岩形成时所生成的岩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空间分布和排列形式。 

 

10．生物碎屑 

【答案】海中动物的介壳、骨骼或植物硬体被海水冲击破碎而成者，称为生物碎屑。 

 

11．圆度 

【答案】碎屑颗粒棱角的磨损程度称为磨圆度，或圆度。 

 

12．石铁陨石 

【答案】其密度为 5.5-6g/cm3，是硅酸盐矿物与铁镍金属的混合物。 

 

13．稳定同位素 

【答案】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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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活火山 

【答案】无论间歇期多长，凡是在人类历史时期中有过活动的火山都称为活火山。 

 

15．死火山 

【答案】在人类历史中未曾喷发过的火山称为死火山。 

 

16．单面山 

【答案】若岩层倾角平缓，且顺岩层倾向一侧的山坡较缓，另一侧山坡较陡者，称为单面山。 

 

三、简答题 

17．简述被动大陆边缘和主动大陆边缘的区别。 

【答案】被动的边缘地带为拉张裂离作用显著，断陷盆地发育，缺乏海沟俯冲带，无强烈的地震、火

山和造山运动的大陆边缘。主动的边缘地带为发生板块俯冲作用，发育海沟、火山弧，有强烈的地震和火

山活动的大陆边缘。最大的区别在于被动的无俯冲作用，主动的有俯冲作用。 

 

18．简述内营力作用对地貌发育的影响？ 

【答案】地壳运动使地壳发生变形和位移，形成各种形迹的地质构造，并引起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

其结果是抬高了地表，切断了河谷，造成了所谓“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形巨变。 

 

19．简述农业生态系统。 

【答案】由一定农业地域内相互作用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构成的功能整体，人类生产活动干预下

形成的人工生态系统。建立合理的农业生态系统，对于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以及维

护良好的人类生存环境都有重要作用。 

 

20．简述城市生态系统。 

【答案】按人类的意愿创建的一种典型的人工生态系统。其主要的特征是：以人为核心，对外部的强

烈依赖性和密集的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科学的城市生态规划与设计能使城市生态系统

保持良性循环，呈现城市建设、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协调发展的格局。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环境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加工、改造而建设起来的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 

 

21．简述土壤的无机物质组分和有机物质组分？ 

【答案】（1）土壤的无机物质来源于矿物质，是土壤中最基本的组分。可以分为两类：原生矿物和

次生矿物。原生矿物经物理风化后未改变化学成分和结晶结构的造岩矿物。是土壤中矿物的粗质部分和各

种化学元素的最初来源。只有通过化学风化分解后，才能释放并供给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次生矿物岩石

经化学风化后新生成的矿物；包括简单盐类，铁、铝氧化物和次生铝硅酸盐。其中最细小的部分，常称为

粘土矿物；粘土矿物形成的粘粒具有吸附、保存呈离子态养分的能力，使土壤具有保肥性。 

（2）土壤的有机物质来源于生物体，是土壤中最特殊的组分。可以分为两类：原始组织和腐殖质。

原始组织包括高等植物未分解的根、茎、叶；动物的排泄物和死亡之后的尸体等。这类有机质主要累积于

土壤的表层。腐殖质是由微生物从有机组织合成的新化合物，或者由原始植物组织变化而成的比较稳定的

分解产物，约占土壤有机部分总量的 85-90%。腐殖质是一种复杂化合物的混合物，通常呈黑色或棕色，性

质为胶体状。少量腐殖质就能显著提高土壤肥力。 

 

22．什么是角度不整合和平行不整合？两者如何区别？ 

【答案】角度不整合：上、下地层产状不一致（斜交），形成时代不连续，存在长时期的沉积间断。

它反映某地区沉积了一套地层之后，沉积区不但上升成为大陆剥蚀区，而且地层发生了皱褶或断裂变形；

待再次下降接受新的沉积时，上、下两套地层之间不但存在风化剥蚀面，而且岩层产状呈角度相交关系。 

平行不整合：它代表了早期地层的整体上升，遭受风化、剥蚀，而后又接受沉积的演化历史。假整合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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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具有古风化壳，或具底砾岩、粗碎屑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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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普通地质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二） 

 

一、判断题 

1． 地球上获得太阳辐射能最多的部位是赤道。__________ 

【答案】× 

 

2． 只有在沉积岩中才能找到化石。__________ 

【答案】× 

 

3． 深源地震总是与洋中脊相伴随。__________ 

【答案】× 

 

4． 流纹质熔岩粘性很大所以流动缓慢。__________ 

【答案】√ 

 

5． 包括岩石在内的任何固体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变形。__________ 

【答案】√ 

 

6． 转换断层是海底扩张不均衡的产物。__________ 

【答案】√ 

 

7． 沿板块扩张边界频繁的地震活动是以强震及深震为其特征。__________ 

【答案】× 

 

8． 溶解到岩浆中的气体对岩浆的性质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__________ 

【答案】× 

 

二、名词解释 

9． 挤压力 

【答案】两侧的定向压力位于同一直线上，称为挤压力。 

 

10．波痕 

【答案】层面呈波状起伏。它是沉积介质动荡的标志，见于具有碎屑结构岩层的顶面。 

 

11．克拉克值 

【答案】元素在地壳中平均质量分数%，称为克拉克值。克拉克值又称地壳元素的丰度。 

 

12．沉积作用 

【答案】搬运物在条件适宜的地方发生沉积。 

 

13．铁陨石 

【答案】其密度为 8-8.5g/cm3，几乎全部由金属组成，其中大部分为 Fe，Ni含量为 4-20%； 

 

14．礁灰岩 

【答案】具有生物骨架结构之石灰岩，称为礁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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