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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少

怎 样 画 野 外 地 质 素 描 图 五

蓝 淇 株

五
、

取景及素描的几个步骤

一 取

取景
,

简单说
,

即确定素描 的范围
。

至于怎样确定这个范围
,

则取决于准备画什么
,

画

哪一部分
。

这就关系到主题的确定
、

素描位置 的选择
、

景象的取舍和画面 的安排等一系列问

题
。

不同的调 查研究 目的
,

决定着不 同的素描内客
。

取景
,

也就是选择对调查 果题有意义的

景物
。

其步骤大体如下
、

主题 的 确 定

作为地质现象记 录的地质素描
,

确定主 题是非常重要 的
,

它反映着素描作者对某一地质

现象的认识程度
,

认识得越正确
、

越透彻
,

确定的素描主题也就越有说服力
。

至 于素描技巧

的熟练程度
,

则是表达能力的问题
。

琴
、

素描位 置的选择

主题既定
,

便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景象去画
,

画时又要注意选择观察角度
。

如果观察角

度不 当
,

不但不能全面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
,

有时还可能造成严重的错误
。

例如一个平卧褶

曲
,

当垂直 轴向的角度观察时
,

只能表现岩层 “ 水平 ” 的产状 图
,

不能真实反映构造

形态
。

同样
,

直立 的岩层由于切割的不同
,

有时也造成 “ 褶 曲 ” 的假象
。

观察的角度
,

不但影响构造现象的客观反映
,

同时也影响景象立体感的表现
。

有实践经

验 的同志
,

往往有这样的感觉 同一地景
,

有的角度比较好 画
,

立体感易于表现 , 有的角度

口浏 不 同方自观奈 吃衫 划与达听出观的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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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左

或难画 ,

立体感也不易表现
。

盆是什么缘故呢 前面 已经提

过
,

最宜于表现物象立体感的

角度是
,

当笔者能看到物象的

三个面 或三面以上 时
,

即

仰
、

俯
、

侧视时
,

立体感最易

于表现
,

而当只能看到一
“ 、

面

正视 或二个面 平侧视
、

正仰视或正俯视 时
,

立体感

则较挂
,

也就感到难画了
。

选择素描位盈有两个原

则 第一
、

要能够全面反映想

要表现的地质现象 第二
、

能

更形象地反映地质现象形体的变化
。

图 直又岩层 由午夭烈号切 截造忿、的 仁曲 爵

在位一 般以侧视及俯视两个角度结合起来选择较为合适
。

野外
, 因为调查 的目的不同 , 同一种现象要说明的问题不同

,

加上里, 外某 叮 条件 的限制

的选择就必需灵活掌握
。

这里介绍几个实例
, 以供参考

。

褶曲构造素描位置
,

最好选在天然剖面的垂直方向或 戈子 。
口

的 又现角良
。

在地质

构造形态显露清晰的情况下
,

可将素描位置选在褶曲轴的延伸方向 见口关之叮
。

天然剖

面出露的现象清晰
,

给索描提供了存利条件
,

但往庄由于其切开面与祠 曲从的夹角不 同
,

有

些构造 “ 褶曲” 可能属于假象
,

素描前安仔派观察分析
,

以免造成错认
。

另交拈位 五与索描对

象的距离 , 以素描对象的大小而定
,

一般是素描对象的高或宽的两倍左右
·

但也要石景前地

形条件 , 要尽量避免树木或其他物体遮挡视线
。

表现河成阶地及现代河流岸边冲刷现象 的东描
,

最好选择在达种现象 的斜前方河

么多
上

‘

一
, 一蓉二二公 〕

乙》

哗夔了登

地形赴向 度左右

汀万或卜令
二

图 对不 同对 象应选择不 同的未描泣置 箭头所指为视线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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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道转弯的最高一级阶地或残丘上 图沁之 ②
。

如 毖表现某段河谷
,

特别是深切河 谷以及 谷中阶地的分布时
,

素描则 立选在河道转弯
、

河

岸地形 建峭 能看到 号河阶地分布变化的高处
,

以俯视 的角度鸟瞰河谷最为理想 、图 一
。

素描山 岳或山前地带的地 见形态
,

一般选在素描地段山脉走向的
“

交角方向
、

一

定距离的更高一圾或 ’司高的另一山玲
,

以俯视的角度较好 图沁之 ⑧
。

这样不但山岳地形

走向 的变化可 以看清而便于描画
,

并且山前地带或 谷问地倪显示也较完整
。

若反映某夭然露头不 同岩比抵抗风化的能力或岩层产状对地形起伏的影响
,

则选

择视线 与岩层走向平行或小于 ,
。

夹角的位置
。

如项抖岩层风化后
,

硬 若突出
,

素描位置应当

选在出露较好
、

一端沿走向伸展方向的某一点上 图 之 ④
。

、

图幅 大 小 及 图幅 空 间的利 用

图幅大小的确定
,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

,弓容的多少

根据素描内容的多少
,

确定图裸的规格
,

一般可分为户幅
、

中幅和特写三种
。

图 一个山甸盆地

广幅 对某 二地质现象的位置
、

环境或几种现象相互关系的素描
,

多安排广幅取景
。

广

幅具有宏 观的题材
,

往在是要反映诸多现象的联系
,

如一个盆地的素描
,

就包括 了多种不同

地貌类型 的组合 图
,

而这些内容
,

都需要用广幅素描的形式才能较充分地表现出来
。

尸 一旧

—
目曰目 , 曰 中幅 往往是对某一

图 发育于变质砂岩中的一个倾伏背斜

个地质现象的素描
。

其取

景范围不大
,

如一个背斜

图 或向抖
,

一个岩

溶孤峰
,

一个单斜山
,

一

个溶洞
· ·

一等
,

常是中幅

素描所反映的内容
。

特写 突出某种现象

的细小结构构造形象的素

描称为特 写
,

如劈理 图
,

缝合线
,

层间滑动

面
,

一个旋卷构造的砒柱

或旋回面 ⋯⋯等
。

有时为
了记录 的 完 整

、

突出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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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点
,

常在中幅中引出特写
,

以加强说

服力
·

图
。

能否恰当地反映 素 描 对

象

洞内石
夕介小

七印」山

又乡趁、 夔餐舞娜卿
图 石’

、

六中兰言献玻 泞 即 黔门的 柱林
‘

丁苗粉 同门 地灸 琴 几
,

刁
一

石 失
‘

杏
、

冗砚刃犷

如某一地貌形态中 包涵了某种有意义的地质现象
,

且两者关系密切而需要描绘下来
,

这时
,

如把整个轮郭画得太小
,

局部的
、

有意义 的现象势必反映不出来
。

在此情况下
,

需把

轮郭画大一些
,

以尽量把有关的现象反映出来
。

但有时有关的现象较小
,

如 按 相 应比例画

出
,

图幅就会过大
,

这时可用特写放大的形式
,

对在个图的适 当部 位 件用箭斗 标明这一现 象

的位置 如图
。

方便复制和保管

地质素描
,

是野外调查的重要记录
,

有些需要复制
,

纳入文字报告作插图
,

底 图又往往

需要存档
,

因此图幅一般不宜过大
。

图幅空间的利用包括四个方面

图幅形式 一般分立幅
、

横幅
、

方幅三种 图
。

其中前两种较为 书用
。

当描绘一高

耸雄伟的山峰时
,

宜用立幅形式 描绘一片广阔的沙漠
、

平原或海洋时
,

叫宜用横幅形式

黔黔黔琴班圈
方 幅

图叭 图幅 均三 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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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幅往往用口
二
特写

。

主体景象的安排 在地质素描中
,

为了

突出主题
,

反映主要景象与周围环境的联

系 , 主体景象的安排是重要的
,

特别是广幅

及中幅素描时
, 要把主要地质现象发生的地

点
、

环境
,

变化和相互关系表现出来
, 尤须

注意把主体景象安置得当
。

这就是地质素描

的构图
。

例如图
,

主体是花岗岩风化剥蚀

后的块石
, ,

素描是要说明花岗岩沿裂隙面崩

解及球面剥蚀所产生的岩块分离这一自然现象
。

图能 浓岗岩球状 风化形成的
“

石蛋

把画面主体安置在左侧
,

从主体下方伸出的

岩基的一角
,

以及右侧展示的海湾
,

衬托出了这种现象发生的环境及所在位置
。

画面加了一

个力推大石的陪衬人物
,

他可间接比出块石的大小
,

并借其动作显示块石的险状
,

大有 “一

点之托
,

’

摇摇欲坠 ” 之势
,

更加突出了岩石风化这个主题
。

一 ‘

地平线的高低 对图幅空间的利用
,

重要的一环就是地平线高低的安排
。

它不但影响图
·

幅展示的内容
,

同时也影响视域的宽窄
。

如何利用
,

这要根据主题而定
,

又要考虑景前的地

形条件
,

应具 备适于素描者作画的位置
。

取景是通过空间座标的变化来实现的
。

这个空间座标就是左右变化的横座标
、

前后变化
的纵座标和上下变化的竖座标

。

这三度空间不同
,

也就是素描者所在的位置不同
,

展示在素

描者面前的景象也不同
。

地平线 的高低变化
,

反映了对景象的仰俯角度变化
。

仰视时地平线

低
,

适合于表现高耸巍峨的景象
,

俯视时地平线高
,

适合于表现开阔伸展的地景
。

前者宜于

突出重点
,

后者宜于表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
,

以反映 一个完整的概念
。

景象的取舍 取
,

就是选择与表现主题有关的客观景象作为素描内容 , 舍
,

就是排除与

主题无关的多余景物
,

如露头附近的草木
、

人群
、

建筑物等
,

除选择少部分作为陪衬物外
,

都应该坚决舍去
。

陪衬物又应安排在画面的次要位置
。

、

取景的方法

素描时
,

为了确定描绘范围和大体控制物象大小及位置
,

常常利用 “ 取景框 ” 。

简单的

取景框有两种

一种用硬纸板按方幅
、

立幅和横幅三种形式
,

剪出正方形及长方形的框框 方幅用正方
形

,

横幅或立幅用长方形
。

确定素描对象以后
,

手执取景框对准素描对象
,

前后
,

左右
、

窿窿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
卜卜卜幼念 、洒洒洒
聋聋聋菠纽纽『盛丛丛丛

卜卜卜卜炭言一 ,,,

才禅著
图

鹦鹦鹦鹦鹦鹦鹦鹦鹦鹦鹦鹦圃
’’’’’’’’’’’’’’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鲤匕匕匕
肇肇肇

补

成成抓抓抓抓抓 多耀当当当

用取景框取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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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移动观侧 以选取健中景象 图
,

直 至认为

合适时为止
。

框 中景物 沈是这张素描的范围
,

同 于把

地平线及主体景象的位置定在图上
。

为了使素描 沟轮

廓线更加准确
,

在取景框 两对边的中心
,

分另 系 上两

条黑线
,

组成十字格
,

在 画纸上也相应划 上十字线

以便控制景物比例
,

使东描更加准确
。

另一更简便的方法是
,

以 议手食指及拇指组成框

形 图
,

代替纸板取景框
,

适于野外随时作 画
。

二 众描步赚

素描范围确定后
,

着手素
一

苗时一般有以下三个步

骤 卫创 万外取景简单方法

、

控制比例 , 划 出大体沦廓
,

确 定景像的前后 位 五

控制比例
,

野外常月两种方法
。

一是座标控制法
,

即在画纸上划出与取景框相应的十字

座标线
,

然后将取景派印十字线穿过的各点定在图稿中 图 之 ①及图“ 之 ①中箭头所指各

点 同时标出横座标以 二的最高点及最低点
、

横座 泳以
一

的最下点及最 上点
。

在此基础 上选

择景中最重要的物像
,

扣图 最高的猴山及近图甲心岩层产状比较清芝的孤峰
,

图“

①①①

丫丫代泌泌

澄澄澄

最高点

絮粼
‘ ·

鉴
于

一
一 一 口‘

一
司 曰 州 一

最下点

⑧ 撤山 来

图 桂林西郊岩溶峰林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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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泌
口一 一

, 月 曰

①

敷私土叼此一产

产

之飞诀

理肠 巾上 石 华纪 灰岩中
,

一条

似向 ,
“ 、

版丸
‘

的低角度冲断

层 全狡育的一组离角 度 倾 角

劝 一
‘’

茂 版
一

牡 次人字 型 断 裂

⋯公么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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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贯整个图幅的低角度冲断层
‘ ,

用简单线条划出它的大体轮廓
,

并作为圈定整个画面

其他景物高低
、

大小
、

远近比较的标准
。

另一种方法是相对比例法
,

即 素描前手握铅笔或

钢笔
,

伸直手臂
,

以笔的一端瞄准景物高
、

低
、

长
、

宽
、

大
、

小等可比较的一端
,

并移动拇

指把另一端准确的位置记下来 图
。

以第一次的比较长度作为一
,

其它各次以其比较的

相对比例相应地定在图 上
,

作为圈定大体轮廓的拉制
。

以上两种方法常结合使用
。

控制比例是素描中关键的一步
,

搞不好
,

整个画面比例就会失真
。

因此
,

‘

大体轮廓 圈定

之后
,

要认真对照景物检查一 遍
,

在比例关系上没有大的出入才能进行下一步骤的工作
。

、

画 出景 象的 几 何立体 形状
,

划定块 面

在大体轮廓 已定的基础土
,

从近到远
,

从主到次
,

逐个将已圈出的 “ 景象单位 ” ,

按实
、

际形状所似的几何立体形状圈定出来
,

少手分析其主要块面 的性质
,

画出块面分 俐 线 条
,

这

时
,

素描稿 已初具立休感效牙 图 之 ②
、

图“ 之 ②
。

、

刻划细部
、

加 注 说明

块面分割线条画完后
,

户 即考虑素描细节的表现
。

如石灰岩地区经强烈溶蚀侵蚀后
,

地

形上不但表现为尖峰林立
,

分离破碎的特点 图 之 ③
,

近景的溶蚀形态更明显
,

常见尖

利如犬牙
、

圆滑如流水的溶了
「

二及溶槽 图 之 ③
,

使人看了知道组成这种地形的 岩 石 性

质
,

给人以真实感
。

图 之 ③不但要把灰岩被侵蚀后特有外形的轮廓表现出来
,

更重要的是

把受力引起的各种破裂面表现出来
。

这就必须作细部刻划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
。

当然
,

所谓

细部刻划 ,

也不是点滴不漏
,

它也是根据 要表现的地质内容的要求经过取 舍的
。

主要素描内容完 成后
,

再画 匕作为比例的陪衬物象
,

写上说明文字
,

整个素描初杭就算

完成了
。

一般素描图中的文字说闭包括下列内容
、

图中一些 岭
、

居民点
、

河流
、

湖泊等的 名称和标高
。

、

地质界限或地质符号 戎代
一

号及相应 的说明
。

“ 、

比例尺
、

素描图一端为方位或素描时视浅 的方位及素描 日期
。

、

图名或素描内容的文 宇说明
。

、

素描作者及其所在单立
。

待续

·卜
, ‘卜

奋

卜 卜
·

峥
, ‘

卜一卜 卜
·

斗
卜

,

峭 , , 一

弋
、

卜 一卜 一 卜 一卜 刁卜
‘

卜
·

一弋
‘

二

器器器
高精度重力仪

重力仪是测显重力加速度相对变化的仪

器
,

广泛用于金属矿的普 孔 助 探
、

石油助

探
、

天然地震预报及国防建设
,

在国民经济

和国防建设中具有重要意夕
。

北京地质仪器

厂在认真总结生产中精度贡力仪坏脸的苹础

匕
,

抓住主要矛盾
,

克服种种困难
,

于

年底试制成功 一 型高精度重力 仪
。

经

鉴定 ,

性能达 到了设计指标
。

高精度重力仪 体 积 小
,

工量轻 净重

公斤
, 测程范围 。毫伽

,

直接 读 数

范围 毫伽
,

精 度为 一 微 伽
,

达

到了国际上同类型仪器的水平
,

使我国垂力

仪研制水平跨 入世界先进行列
。

,

十 幸 十
·

十
·

小
·

十 一卜
一

卜
·

个 卜
·

卜 咋一 干
·

幸一卜
·

冷 一扣
·

弓一卜
·

个
·

十叫 幸
·

十
闷卜 今 司卜

‘

弓 一

幸 卜 幸 代 , 袱 弓一 幸
‘

幸
·

卜
·

个弓
, 峭一今

端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