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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中低温地热能源资源分布广泛、储量大，分析评价了目前河南省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 就低碳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河南的地热能源资源勘查管理和技术方面提出了建议和具体工作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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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应对气候、环境变化和能源资源安全已是

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型社
会，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保障安全与应对气候变
化的基本途径，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赞同。

地热包括深部地热资源和浅层地热能，属于可
再生洁净能源和资源，也称地质新能源。 与煤炭、石
油、天然气等传统不可再生能源相比，地热能具有清
洁、环保、分布广泛、可再生、不受外界条件影响的优
势。
胡锦涛总书记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两院院士大

会上指出：“未来几十年，世界上包括我国 １３ 亿人
口在内的 ２０ 亿至 ３０ 亿人将逐步进入现代化行列，
能源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压力将大幅上升”。 在能
源资源问题上，胡锦涛指出：“大力发展能源资源开
发利用科学技术。 要坚持系统谋划、节能优先、创新
替代、循环利用、绿色低碳、安全持续，加强对我国能
源资源问题的研究，制定我国可持续发展路线图。
要发展资源勘探开发和高效利用技术，积极发展大
陆架和地球深部能源资源勘查和开发，积极发展可
再生能源和新型、安全、清洁替代能源，形成可持续
的能源资源体系，切实保障我国能源资源有效供给

和高效利用，使我国能源资源产业具有国际竞争
力。”
我国“十一五”规划指出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也提出，到
２０２０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要达到
１６％，而目前尚不足 １％。 我国地域广阔，蕴藏着丰
富的地热能资源。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我国枟可再生能源
法枠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是建筑
节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源热泵技术是浅层地
热能开发应用的主要途径，也最利于与太阳能供热
系统相结合。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政策的调整和地源
热泵技术的逐步提高，浅层地热能将成为我国今后
开发利用的新型能源，浅层地热能在建筑物供暖制
冷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 因地制宜的发展地源
热泵技术，有效的利用浅层地热能这种可再生能源，
符合我国现阶段节能减排要求以及“十一五”发展
规划。 国际能源专家普遍认为，预计到 ２１００ 年，地
热资源利用将在世界能源总值中占 ３０％ ～８０％。
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而言，主张建立在保护自然
系统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增长，即人类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从可持续发
展的自然观而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为此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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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家学者呼吁：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
支撑的极限，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唯一选择！

1　河南省地热资源的分布情况
河南省内地质构造形态上有隆起区（隆起山

地）、坳陷区（沉降盆地）之分。 隆起区一般呈条带
状、层状热储；坳陷区一般为层状热储，有的较为复
杂，带状与层状共同存在。 多数井出口温度在 ４２ ～
６０ ℃之间，见表 １。

表 １　河南省地热资源的分布情况

地热分布区
热储面积

／ｋｍ２

经济型地
热资源量

／×１０１４ ｋＪ
地热类型

井深
／ｍ

温度
／℃

豫北平原区 ５６８０ D．０６ ４７３ 　．３９ 沉降盆地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妸４０ ～７０ *
豫西隆起区 ５９８０ D．５１ ７５ 　．２１ 隆起、沉降 ０ ～２５００ N４０ ～９０ *
豫中、南区 ２３４３７ D．５６ １６４６ 　．１５ 沉降盆地 １０００ ～２６７３ 妸４２ ～６３ *
豫东平原区 ６９５２ D．５７ １１７２ 　．７９ 沉降盆地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妸４０ ～６０ *
总计 ４２０５０ D．７ ３３６７ 　．５４

河南省地热资源热储面积为整个省内国土面积

的 ２５．２％（河南省国土面积 １６６７８５ ｋｍ２ ）。 按照表
１ 的经济型地热资源量进行开发利用，不但可节约
大量的化石类传统能源，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而且
还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活和经济。 能
源的种类很多，所含热量也不相同，为了便于相互比
较，我国把每千克含热 ７０００ 大卡（２９３０６ ｋＪ）的定为
标准煤，即 １ ｋｇ 标准煤 ＝２９３０６ ｋＪ 热量。 照此计
算，目前河南省已探明的经济型地热资源总量折合
１畅１５ ×１０１０ ｔ标准煤，可减少 ＣＯ２排放 ３．０１ ×１０１０ ｔ、
ＳＯ２排放 ９．７７ ×１０７ ｔ、ＮＯＸ排放 ８．５０ ×１０７ ｔ。
已查明河南省重点城市浅层地热能可利用资源

总量为 １６．４５５ ×１０１４ ｋＪ，折合 ５．６１５ ×１０７ ｔ标准煤。
由此可见：在可持续发展形势下，通过地质新能

源资源的勘查开发，尽可能减少传统化石类高碳能
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是低碳社会
的必然和趋势。 同时，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一方面
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减排指标
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产业构成、优化能源结构、
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为中原经济跨越式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河南省地热开发利用现状
2．1　地热开发利用现状及评价

目前，河南省地热资源主要用于生活、温泉洗
浴、房产开发、酒店及休闲娱乐等方面。 据不完全统
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河南省全省地热资源开采量为
６７３６４．６３万 ｍ３ ／ａ，其中房地产开发生活热水与温泉
洗浴用水约 ３２６８５．３２ 万 ｍ３ ／ａ，占 ４８．５２％；地热供
暖用水约 ４１０．９２万 ｍ３ ／ａ，占 ０．６１％；水产养殖与温
室种植用水约 ３３０．０９万 ｍ３ ／ａ，占 ０．４９％；酒店及休
闲娱乐用水约 ３３７９６．８３ 万 ｍ３ ／ａ，占 ５０．１７％；其他
用水约 １４１．４７ 万 ｍ３ ／ａ，占 ０．２１％。 据初步统计，
２０１０年 ８ 月底前，河南省共有新生界（古近系和新
近系）及前新生界热储地热井（泉） １１６０ 处，年开采
量约 ５０００ 万 ｍ３ 。 其中，多数地热井深度在 １０００ ～
１２００ ｍ之间，最深达 ３２００ ｍ；温度多数在 ４０ ～７０ ℃
之间，个别地区最高温度达 ９０ ℃左右；在豫西隆起
山区有温泉出露，温度在 ３８ ～６５ ℃之间。 表 ２为河
南省重点地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评价。

表 ２　河南省重点地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评价

地区
新生界已采量

／（ ×１０４ｍ３ · ａ －１）
新生界可采量

／（ ×１０４ｍ３ · ａ －１ ）
已采量／
可采量

地热
井数

评价
基岩已采量

／（ ×１０４ｍ３ · ａ －１ ）
基岩可采量

／（ ×１０４ｍ３ · ａ －１）
已采量／
可采量

地热
井数

评价

郑州 ５６２．３３ ７７５ ǐ．５３ ０ |．７３ ２１３ 较高开采区 ５０ C．６０ １５２６  ．３４ ０ 栽．０３ ９ 0低开采区

开封 ７５６．０５ １９８６ ǐ．８３ ０ |．９３ １４９ 较高开采区 ０ C．００ ３４８５  ．５７ ０ 栽．００ ０ 0低开采区

新乡 １９３．４２ ２５２３ ǐ．０７ ０ |．０８ ５６ 低开采区 １１ C．０３ ２１４１  ．１２ ０ 栽．０１ ３ 0低开采区

安阳 ２９．１０ ８９９ ǐ．０９ ０ |．０３ ４ 低开采区 ０ C．００ ２３３３  ．０８ ０ 栽．００５ ０ 0低开采区

鹤壁 ４．３０ ２２５ ǐ．０３ ０ |．０２ ３ 低开采区 ３ C．５０ ７１８  ．１３ ０ 栽．００ １ 0低开采区

濮阳 １４１．１３ １１９１ ǐ．９２ ０ |．１２ ２０ 低开采区 ０ C．００ ２４０９  ．８５ ０ 栽．００ ０ 0低开采区

商丘 １７５０．１０ １８８６ ǐ．８３ ０ |．９３ １４６ 较高开采区 ２８ C．００ ８１３４  ．３１ ０ 栽．００３ ７ 0低开采区

周口 １１３．６８ ４１４７ ǐ．４４ ０ |．０３ ５８ 低开采区 ０ C．００ ５２４６  ．３１ ０ 栽．００ ０ 0低开采区

漯河 １１４．６２ ７７７ ǐ．３３ ０ |．１５ ３２ 低开采区 ０ C．００ １００４  ．９６ ０ 栽．００ ０ 0低开采区

洛阳 ２．００ ２２０ ǐ．５３ ０ |．０１ １ 低开采区 ５６ C．２７ １１ 0
三门峡 １５．００ １１３ ǐ．０６ ０ |．１３ ２ 低开采区 １７８ C．００ ３５ 0
南阳 １６．３６ ６５４ ǐ．２１ ０ |．０３ ４ 低开采区 ３０ C．００ ７５３  ．００ ０ 栽．０５ ２ 0低开采区

许昌 ２９．２５ ４８３ ǐ．２８ ０ |．０６ ６ 低开采区 １１ C．６５ １６５５  ．１７ ０ 栽．００７ ４ 0低开采区

驻马店 １５．００ １３４１ ǐ．７５ ０ |．０１ ３ 低开采区 ２ C．００ ４７０９  ．９９ ０ 栽．０００４ １ 0低开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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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２中可以看出：对新生界地热资源来说，郑
州、开封、商丘地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处于超采或
较高开采程度；其它地区均属于低开采区。 但是通
过相关资料显示，在新乡、安阳地热井集中的市区，
其新生界地热资源开发利用也处于超采或较高开采

程度；濮阳市区，已采量和可采量比值达 ０．６９，处于
临近较高开采水平；许昌、周口等市区，地热资源开
发利用程度处于中等开采水平；漯河市区，已采量和
可采量比值达 ０．３９，处于临近中等开采水平，其它
地区地热水的开发利用状况整体上处于较低和低的

开采水平。 而对基岩地热资源来讲，所有地市城区
都处于低开采水平。

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方面近 １０ 年内发展迅
速，全省约 ３００万 ｍ２

的建筑物采用了热泵技术来实

现供暖制冷，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南阳等城市。
其开发利用类型主要是水源热泵，少数地区采用地
源热泵（地埋管技术）。
河南人口总量目前已突破 １ 亿大关，成为全国

首个人口过亿省份，能源资源形势严峻。 所以，针对
河南地热资源分布和开发利用现状，应积极地推广
地热资源的利用，这样既能缓解能源资源紧缺，又能
很好的保护环境，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2．2　河南地热能源资源勘查施工队伍情况

目前河南地热资源勘查施工主要以市场项目为

主，政府的前期投入和勘查几乎为空白，前期从事地
热资源勘查施工的队伍主要以省地矿局所属队伍为

主，２００２年前 ９０％的地热项目都是由具有资质的专
业队伍完成。 随着市场需求逐步增大和管理的缺
失，地热资源勘查和水井施工混淆，施工准入门槛
低。 所以，个体施工和“空壳”公司队伍迅速发展壮
大。 目前，个体和“空壳”公司在地热领域施工队伍
有 ４０ 余家，其中包括地温空调经营商（浅层地热
能）有 １０ 余家，拥有资质一般都是河南省水井供水
协会颁发的水井凿井资质和机电安装资质。 没有任
何资质的个体则通过挂靠手段从事施工。 目前，河
南地热市场 ６５％项目的施工均由这些个体和“空
壳”公司完成，存在着质量和地质环境等诸多方面
的隐患。

3　存在的问题分析
3．1　管理方面的问题

（１）政府和许多部门对地热资源和浅层地热能
与地下水资源概念混淆。 特别是河南更没有真正意

义上实行统一管理，管理非常混乱。 出现了乱批、乱
采和无序现象。 在勘查或施工期间地方一些部门干
涉和骚扰频繁，几乎每个项目均交纳一定的费用。
特别是浅层地热能开发，本应该是水文地质和钻探
工程的范畴，在我省却以空调安装或机电安装队伍
为主，从而在地下能源采集系统出现系列地质环境
问题，如回灌困难、地下水资源浪费、地面沉降等。
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在地热能开发管理方面

政府都专门成立了“地热资源管理办公室”，３０ 余个
城市和县出台地热资源管理办法、条例和优惠政策
等，鼓励和引导这种可再生新型环保能源的开发利
用。 对地热资源规划和合理开采以及服务于地方经
济建设、保护环境、发展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２）政府在地热洁净资源前期勘查投入不足，
地热地质基础资料不详实、不全面，地热地质基础工
作较差。 特别是浅层地热能开发属于哪个部门管和
审批，河南没有明确。 从而影响了全省地质新能源
的开发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３）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单一分散，几乎没有地
热田的综合利用和梯级利用，从而造成宝贵资源的
浪费。 特别是温泉洗浴的尾水（温度 ３８ ℃左右）全
部白白排放，不但造成热能的浪费，同时还导致热污
染和地下水环境的破坏。 所谓梯级利用，就是按照
用户终端需要的供热水温，从高到低排序，高能高
用，温度适用，分配得当，各得其所。 通过梯级利用，
可有效提高地热资源利用率。 不论是哪种温度的地
热水，梯级利用都是一个最佳的利用方案。

（４）河南地热资源用于洗浴和家庭热水占到
４８．５２％，而公益性的地热供暖仅占 ０．６１％，其能源
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 北京市是国内对地热资源实
行统一管理最早的城市，也是地热能源资源合理科
学利用的示范城市。 图 １是北京市地热资源各种用
途及开采比例。 其中地热供暖占到 ４３．４０％，从而
可以大大减少用传统化石类供暖而造成的大气污

染。

图 １　北京市地热资源各种用途及开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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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地热资源和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方面的宣
传力度不够。 北京、沈阳、天津、广东、咸阳等地区在
旅游、房产、生态种植养殖等领域都打造地热或温泉
品牌，使这一新型的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 而我省则没有形成产业化经营，更没有进行
宣传。
3．2　技术方面问题

（１）在新近系和古近系地层松散、技术含量低、
施工难度小、投入低。 所以，河南地热资源开发主要
集中在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ｍ 新生界热储层。 而基岩地区
由于投资和风险大，技术水平和设备要求高，故多数
单位不愿意涉足基岩和深部的地热资源钻探和开

发。 所以导致河南各地在基岩地区地热开发处于一
个空白或低开采阶段。 该现象持续下去最终将造成
局部过量开采，诱发系列地质环境和地下水位下降
等问题。

（２）地热资源勘查技术手段单一，空白区域的
前期勘查精度较低。 地热地质和地热钻探技术发展
速度缓慢，特别是复杂地层钻探效率低、成本高、事
故率高等。

（３）从事地热钻探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队伍抗
风险能力差，施工设备和人员分散，并且相互压价。
本来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一种产业，现在仅仅是一种
维持工资的产业；系统内部施工技术标准、工艺不
一，施工单位各自为战，许多先进的成井工艺及技术
得不到及时交流和推广应用，致使地热资源勘查开
发得不到新的突破。

4　建议
（１）地热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有效节约，提

高利用率，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其管理内容包
括：项目审核、勘查登记、采矿发证、开采统计、费用
征收、两权出让、节约利用、开采监管、违法处罚等
等。 所以，建议成立地热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地热资
源，负责全省地热能源资源的科学管理与规划。 明
确地热资源属性，规范地热勘查开发市场。 尽快制
定枟河南省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管理办法枠、枟河南省
浅层地热能勘查开发管理办法枠，并制定相关优惠
政策、措施，鼓励新能源的勘查与开发。 只有明确了
资源属性和主管单位或部门，才可能避免“乱批、乱
采和无序”现象。 同时，规范地热资源勘查开发队
伍，实行施工队伍准入制，避免成井中的质量问题和
由质量问题引发的地下水污染、地面沉降等系列地
质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在我省一直未得到有效遏

制，需要省级政府协调并彻底解决，以便使资源合
理、科学勘查开发。

（２）组建专业化地热勘查队伍，整合地热勘查
设备、人员，实行统一管理和调度，为地热资源勘查
开发实现重大突破提供硬件支持。 负责全省的地热
资源调查、规划、勘探与开发工作。 同时，为政府提
供技术支撑和科学决策，使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趋于
科学化、合理化和正规化，为优化能源结构和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３）完善审批和监督机制，加大查处力度。 地
热资源属于国家能源与资源，是一种可再生绿色宝
贵能源。 为科学合理开发这种新型能源资源，政府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禁“乱批、乱采、乱收费”
现象继续蔓延。

（４）制定枟河南省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规程枠
（地方标准）。 河南省地热资源丰富，但由于地热资
源开发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地质工作内容，对于不熟
悉地质工作的人员来讲，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
增加了地热能开发利用的风险。 因此，建议由河南
省地矿局制定河南省地热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通过公益性地热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技
术工作的推广应用，来规范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保
证工程质量，降低商业性地热能开发利用过程中的
风险，提高投资者的信心，逐步实现地热能开发利用
产业化发展。

（５）制定枟河南省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枠。 目前
河南省重点城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已经完

成，但针对深层地热能以及地热能综合开发利用规
划尚无可靠的资料可查。 为保证河南省地热能有序
合理的开发利用，建议地矿部门及地热能开发利用
单位或企业制定河南省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以指
导我省地热能的开发利用工作。 对于地热开发利用
程度较高的地区，如郑州、开封、商丘、新乡、安阳，应
划为重点保护区，鼓励勘查开发 １６００ ～３０００ ｍ地热
能源资源。 以防止新生界地热水位下降过快，产生
系列地质环境问题。 对于地热开发利用程度一般的
地区，比如濮阳、许昌、周口、漯河，应划为一般保护
区，可适度开发。 其它城市应划为鼓励开发区，结合
自身条件， 开发利用新近系和古近系的地热能源资
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河南省基岩和 ２０００ ｍ以深
地热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政府或专业队伍
应加大勘探开发和利用。

（６）针对河南地热资源分布规律，鼓励地热供
暖和制冷。 特别是居民住宅、会堂馆所及办公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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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制冷。 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传统能源、实现零
污染排放和低碳生活。 在燃气、煤炭、燃油和电涨价
呼声不断的情况下，利用地热洁净能源资源供暖制
冷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７）结合生态园等大型游乐场所建设地热示范
田，实现地热的梯级利用和综合利用。 为能源资源
的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起到示范作用。

（８）拉大产业链，打造地热品牌。 地热不但可
以供暖、温泉洗浴、医疗保健，而且还是一种旅游资
源。 所以，在一些地热资源丰富和具备某种地质现
象的地区，建设“地热地质公园”或“温泉医疗保健
度假公园”。 把简单的低层次温泉洗浴等产业链拉
大，用地热品牌带动旅游、房地产、医疗保健等行业
的跨越式发展。

（９）加大地热能源资源勘查开发核心技术的研
究，特别是超深层地热资源勘查技术与钻探工艺方

面，必须有所突破和取得自主创新成果。 只有这样
才能规避风险、减少浪费；才能更好地为地热能源资
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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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质调查建成立体勘查技术体系
　　 国土资源网消息　１９９９ 年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围绕
着国家地质工作和建立世界一流地调局的需要，中国地质调
查局在勘查技术研发及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勘查技术
已经成为地质调查和地质科学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 经过
产学研联合攻关，初步建立了卫星和航空对地观测技术、勘
查地球物理技术、勘查地球化学技术、钻探技术、地质分析测
试技术和矿产综合利用技术等体系，立体勘查技术体系逐步
建立，与国内同行相比已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整体优势和特
色。

围绕空中、地面、深部矿产勘查以及矿产综合利用等关
键技术的研发和仪器的研制，共设立 ３１３ 个项目，涉及勘查
技术的物探、化探、遥感、钻探、分析测试和矿产综合利用等
六大领域，主要为技术方法类项目，共安排项目资金 ５３７９９．６
万元。 其中：物探项目 ８３ 个，经费 １１１０４．３ 万元；化探项目
４５个，经费 ９０１９．７万元；遥感项目 ２９个，经费 ５８５４ 万元；钻
探项目 ６１个，经费 １０７７８．２ 万元；分析测试项目 ４０ 个，经费

６３８６．２万元；矿产综合利用项目 ５５个，经费 １０６５７．２万元。
参加勘查技术六大领域项目研究的单位超过 ６０ 家，主

要为局属单位和相关的大专院校，形成了较好的产学研模
式，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勘查技术领域一批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产生了很好的

经济效益，形成了专利技术和装备，其中获得发明专利 ３３
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 项、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
等奖４项、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２４项；发表论文 １０００余
篇。

“十二五”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将继续围绕国家对矿产
能源和地质环境与灾害调查评价的重大需求开展联合攻关，
充分发挥新技术新方法的支撑作用，以应用促进技术发展。
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形成优势的要求，立足
国内实际，通过关键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加快构建我国
特色的地质调查技术体系，为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发挥技术
引领作用。

哈达门沟金矿资源量突破百吨被列入国家整装勘查计划
　　国土资源网消息　近日，武警黄金一总队二支队透露，
今年在哈达门沟矿区实施的 １３ 个钻孔中 １１ 个见矿，新增金
资源量 ８．０１４ ｔ。 至此，哈达门沟矿区探明金资源量突破 １００
ｔ。 该矿区日前因此被列入国家整装勘查计划。 据了解，哈达
门沟矿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阿嘎如泰苏木和

乌拉特前旗少德盖苏木境内，大地构造处于华地台北缘，地
质成矿条件优越。 该矿区于 １９８６ 年被黄金部队发现，先后
发现 ７个脉群计 ５９条金矿脉。

２００８年以来，哈达门沟矿区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开展联
合勘查后，黄金一总队与中国地质大学合作，先后开展了枟内

蒙古哈达门沟—柳坝沟金矿田及外围勘查与综合研究枠、枟内
蒙古哈达门沟—柳坝沟金矿田外围成矿规律与找矿潜力评
价枠等科研项目，及时调整找矿布局，合理布设探矿工程，有
效提高了找矿命中率。

针对该矿区钻进地层复杂、岩层破碎程度高的实际，武
警黄金一总队二支队还加大研究攻关力度，探索出多级钻孔
结构套管护壁、高质量无固相冲洗液配合钻进、人工造壁等
一批先进工艺和技术，较好地解决了该矿区深部钻探施工技
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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