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野外考察的一般步骤

1. 选定考察地点

自然地理野外考察，应尽量选择地貌、水文、植被和土壤等多个自然地理要素都相对

比较典型的地点。选择考察的地点，还要考虑交通的便利性、环境的安全性等因素。

一般来说，最好选择学校附近自然植被发育、保存较好的中低山或者山丘、岗地。

2. 搜集相关文献资料

野外考察前，应通过查阅文献、上网搜索，对拟考察地点与区域的自然地理情况以及

人类活动有个初步的认知。文献资料主要包括相关地方志、地形图、气候统计资料、

植被、土壤和水系等资料，以及卫星影像、照片等。

3. 规划考察路线，选取观察点位

对搜集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根据“便捷、安全、自然地理现象具有典型性”的原则，

提出可行的考察路线；然后应用网络电子地图进行模拟考察，最后确定考察的路线。

沿着考察路线，在海拔、坡度、坡向、植被、土壤、地貌等观察对象发生显著变化的

界限前后，布置重点观察点位，必要时进行测量和采样；如果观察对象变化不显著，

可以等间距布置观察点位。

4. 确定考察时间

自然地理环境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呈现不同的景观，所以根据考察目标选择考察时间十

分必要。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选择不同的考察时间，但要坚持“安全第一、易于

考察”的原则。对于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区域来说，深秋或初冬时节是个不错的选择。因

为在深秋或者初冬，植被的季相变化比较明显（落叶与不落叶植被容易识别），且林

下空隙较大，有利于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的观察；河流一般也处于枯水期，对流水地貌

的考察亦较为便利，并且洪水、泥石流发生的概率较低。高海拔、高纬度地区，最好

选择夏季或者初秋进行。

2025/1/10 23:33 二、野外考察的一般步骤 – 小鱼地理

https://xiaoyu-edu.com/?print-my-blog=1&post-type=post&statuses%5B0%5D=publish&rendering_wait=0&columns=1&font_size=normal&image_… 1/3



5. 准备考察装备

野外地理考察活动需要随时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行走的方向，所以最好准备地形

图、罗盘、卫星定位仪等。考察土壤需要准备小铲，考察岩石需要准备地质锤，还需

准备笔记本、铅笔和相机等。这些装备应当放置在野外考察包内。另外，应带上一部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既可以摄影录像，也可以开启定位功能确定所在的位置并判断方

向，还可以导航，甚至可以提供上网查询的便利，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时也可以即刻拨

打电话求助。

6. 野外实地考察

根据考察计划，沿着考察路线进行考察，在重点观察点进行详细观察。考察过程中，

对各种信息要进行考察记录，包括时间、地点、经纬度、海拔，以及地形、植被、土

壤、气候、地貌等观察要素。同时要进行摄影或者录像，重点部位需要采样。最好分

工协作，几个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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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分析考察成果

撰写考察报告，探讨交流，完善调查成果。

活动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具有极高的科学价

值，是著名的综合自然地理考察基地。

查找相关资料，说一说庐山在综合自然地理考察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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