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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布局地热产业多地布局地热产业 激活转型新动能激活转型新动能
被喻为“地热界奥林匹克”

的世界地热大会(WGC)第七届
会议将于今年 9 月在北京举
办。借此契机，行业与社会对
地热能的关注度持续攀升。

而在2021年国家能源局
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
地热能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
中，就明确了“深化地热资源勘
查工作、积极推进浅层地热能
利用、稳妥推进中深层地热能
供暖、鼓励地方建设地热能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稳妥推进地
热能发电示范项目建设”等重
点任务。

什么是地热能？为何地热
能如此受重视？中国城市报记
者梳理资料了解到，地热能是
由地壳抽取的天然热能。其作
为五大非碳基能源之一，具有
储量大、分布广、稳定可靠、利
用系数高、碳减排效果明显等
众多优势，是我国实现“双碳”
目标的主要能源之一，未来发
展潜力巨大。

近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
组织多家中央媒体走进河北雄
安新区、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
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和
腾冲市等地，了解我国地热产
业发展及中石化地热产业布
局情况。

中高温地热能
可实现清洁发电

资料显示，我国有三大地
热带：西部青藏高原地热带、北
方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京津
唐地热带、东南沿海福建—广
东—海南岛地热带。

此前，北方地区已利用地
热实现清洁供暖，推动我国地
热实现直接利用，并在技术运
用方面稳居世界前列。

在高温地热资源丰富的西
部地区，近年来也频传捷报。
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地
球物理学家何继善2022年带
领团队在大理、普洱等地探测
和利用地热资源，并取得阶段
性成果。

中国城市报记者随团走访
至大理时，何继善向媒体团讲
述了地热的探测开发情况。据
介绍，何继善团队在大理、普洱
率先开展的地热能综合勘查及
示范项目，是以发电为目标的
中高温地热能资源勘查。其重
点为摸清地热能资源的类型、
热源、热通道、热储特征和分布
情况；同时评价地热能潜力、优
选有利区，为地热能发电、梯级
开发利用和形成规模产业提供
资源基础。

“我们的目标是开拓绿色
低碳新领域，构建滇西地热能
综合勘探与开发示范区，争取
将项目打造为国家级地热能开
发利用示范项目。”何继善说，

“这将有助于提升滇西地区绿
色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改善
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

何继善希望推动滇西地区
实现高温地热资源发电，同时，
通过地热提供相应的能源和水
资源供给。这样，滇西地区便
不再需要外界供给能源，还可
实现零碳排放。

除了西部，何继善团队还
常年深耕东南沿海地区，如深
圳的国际低碳城、广州的三水
盆地、海口的北部湾盆地等，推
动区域地热产业加速发展。

其中，海口地区已根据探
测结果开始深部地热钻探工
作。“由于东南沿海地热带下面
主要是电阻率高、导电性差的
花岗岩，所以我们可利用广域
电磁法识别其位置。”何继善解
释说，“这种有覆盖层和花岗岩
的热源，就像我们睡觉时盖被
子一样。覆盖层下面就是我们
希望寻找到的优质热源。”

通过广域电磁法，何继善
团队对地热资源进行区分，从
而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利用热
源，建立地热清洁利用示范区，
实现地热的清洁制冷，未来推
动地热清洁发电。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热
发电尚处培育阶段，很多关键
技术和问题亟需被攻克。对
此，何继善建议，地热产业的发
展离不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

心、支持，尤其是在电价补贴方
面。云南有一些筹划中的地热
发电项目，一旦有合理的电价
补贴，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
与，很快就能建起来、上规模、
成产业。如此一来，地热能才
会真正成为造福一方的优质能
源，并像光伏和风能一样，形成
完整的体系和产业链。

既能制热 亦能制冷
地热能应用场景广阔

陕西咸阳是首座“中国地
热城”，具有地热资源储量丰
富、开发利用历史悠久等特
点。咸阳市地热资源开发中心
主任丁志建介绍咸阳地热资源
概况、开发利用现状等情况时
说：“我市在地热资源开发管理
过程中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科学开发地热资
源，积极推行采灌均衡的地热
开发模式。”

“十四五”期间，咸阳地热
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断加快、档
次不断提高，极大地带动了第
三产业发展。

虽然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但对于当地产业链上
下游而言，地热价款此前存在
出让收益征收无参考等状况。
为破解难题，咸阳市自然资源
局去年通过出台《咸阳市地热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办法》等
措施，建立咸阳市地热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制度，使咸阳地
热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进一步
规范化，并在兼顾地热矿权供
暖的公益性基础上使矿产资源
溢价最大化。

在咸阳地热产业发展中，
中石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负
责咸阳市区地热市场开发和一
线地热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工

作的中石化绿源地热能开发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张兴兴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中石化在咸阳
的地热发展史可追溯到1998
年中石化成功钻探出三普一号
井，整个咸阳乃至关中盆地地
热开发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当时，三普一号地热井温
度为91摄氏度。历经20余年
的开采，水温至今都没有衰
减。现在，该井被用于咸阳居
民的地热清洁供暖和温泉洗
浴。”张兴兴说。

制热之余，地热能还可制
冷。在雄安新区走访时，中国
城市报记者感受到零碳园区展
厅内的温度相较于户外低了
近10摄氏度。中石化绿源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高小荣
解释说，这里使用的不是普通
的空调制冷，而是浅层地热能
制冷。

高小荣介绍，浅层地热能
指地下200米以内，储存在岩
石、土壤中，或者是地下水里面
的热能。其之所以在供暖的
同时还能制冷，主要因浅层地
热能属于受地球内部的热和
太阳辐射的热两个平衡的结
果所产生的热能，在地下 10
多米到200米以内的温度基本
恒定。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冬天
通过地源热泵系统把它变成高
品位的热能供室内供暖；夏天
又把室外的‘热’放到地下，从
地下换出‘凉’来，从而推动室
内降温。”高小荣说。

为进一步提升地热能的技
术开发与市场应用，中石化在雄
安新区打造了以国家地热能中
心、地热能标准化委员会、中冰
地热合作中心和中石化地热重
点实验室为依托的4个平台，力
求形成行业发展制高点。

地热能带动
乡镇文旅产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石
化的帮助下，一些地区开创发
展思路，把地热能与康养文旅
产业融合，不断撬动产业新动
能、释放经济新活力。其中，位
于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北部
的牛街乡，就依托地热能建设
了远近闻名的温泉乡。

据牛街乡相关负责人介
绍，牛街地处滇西高温热水区，
地热资源得天独厚，集镇一带
温泉随处可见。境内地热田泉
点共56处，泉水最高温达85.5
摄氏度，最低温42摄氏度。

“三步一汤，五步一泉”的
地热景观，推动牛街乡发展成
为理想的温泉康旅目的地，吸
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度
假。数据显示，2022年牛街乡
共接待游客74924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692.26万元。

即便是气温颇高的 7 月
底，牛街乡温泉小镇依然人头
攒动。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访时
有游客告知，当地温度宜人，再
加上冬季温泉小镇民宿较难预
定，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其他
季节过来度假，体验温泉。

在牛街乡温泉小镇，岩栖阁
温泉民宿（以下简称岩栖阁）被
誉为独具白族特色的“最美私汤
民宿”。虽然2022年才开始营
业，但总投资达1000余万元的
岩栖阁因拥有唯美的自然风光、
精致的私汤疗养项目等，异军突
起成为游客心中的打卡胜地。

牛街乡相关负责人介绍
称，地热温泉有力推动牛街乡
文旅产业振兴发展。仅民宿业
代表岩栖阁，2022年就实现营
业额50余万元，2023年1至5
月营业额达到20余万元。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 全亚军图

河北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智慧综合能源项目地热

站内景。

中国地质大学老师张晓博在云南腾冲热海风景区内，向媒体记者介绍相关地热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