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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在北京举行年世界地热大会在北京举行

地热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地热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9月15日-17日，2023年

世界地热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办。这是中国首次承办
此项国际盛会。大会以“清洁
地热、绿色地球”为主题，聚焦
全球地热领域发展热点趋势，
共同分享全球地热能开发科技
和创新成果，推动全球地热产
业发展，守护绿色地球。来自
54个国家的1400余名嘉宾出
席会议。

世界地热大会被誉为地热
界的“奥林匹克”。首届世界地
热大会于1995年在意大利佛
罗伦萨举办，目前已举办六
届。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访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论坛与
展会时，多位行业人士表示我
国地热产业正迈入高速发展
期。在此背景下，承办地热大
会对我国地热产业发展具有哪
些重要意义？地热又将为大众
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记者
对此展开采访。

直接利用促进产业发展
地热发电推动清洁环保

据了解，地球目前内部的
热量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来
自于地球形成早期残留下来的
热量，另外一种是地球内部幼
土钾等放射性元素衰变形成的
热量。这些热量聚集在地球内
部并且通过热传导和热对流两
种主要形式源源不断向地表传
递，最终形成可供开发利用的
地热能。

地热能有何作用？我国地
热能开发正处于何种阶段？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主要承
办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相关负
责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地
热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具有资

源量大、能源利用效率高、节能
减排效果好等诸多优点，在能
源变革背景下有着独特的“先
发优势”。

据悉，地热开发利用主要
可分为直接利用和地热发电两
个方面，直接利用指温泉、供暖
制冷和农业养殖等非发电端的
利用。发展地热产业不仅对调
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改善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家
培育新兴产业、带动相关装备
制造国产化和工程技术业务发
展具有显著效应，是我国建设
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重
要举措之一。

中国作为地热资源大国，
不仅资源量占到全球地热资
源约1/6，其直接利用装机规
模更是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根据2021年世界地热大会数
据显示：2020年，中国地热直
接利用装机规模在全球占比
达到37.7%。

地热直接利用对产业发展
能带来哪些利好？中国石化相
关负责人分析：“高效的地热直
接利用为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支撑和借鉴。特别是随着
我国的中深层水热型地热能供
暖利用规模持续扩大，水热型
地热能在北方清洁供暖和大气
污染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成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家族中
的重要一员。”

做好地热的开发利用是走
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的重要一
环，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上提到，
绿色低碳转型是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的必然要求。地热能储量
丰富、分布广、开发利用潜力巨
大，在我国能源低碳转型中表
现出蓬勃生命力。

谈到如何推动地热能等可

再生能源持续发展时，章建华
表示，要加快地热技术的创
新。重点开发高温地热发电、
中深层地热供暖、干热岩勘探
开发等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
提高地热开发利用水平；要加
强地热能技术推广应用和示
范。统筹资源情况和市场需
求，积极开展地热能供暖、制
冷、发电，探索有利于地热能开
发利用的新型管理技术和市场
运行模式；要加强地热能全球
治理体系建设。以共建全球清
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为抓手，
加快地热能技术与产业的互利
合作，推动地热产业全链条协
同发展，加强同国际地热协会、
国际可再生能源等国际能源组
织的交流合作，促进地热能在
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丰富遍布全国各地
创新模式打造城市样板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上，
我国首次发布地热能国家主旨
报告——《中国地热产业高质
量发展报告》，其中对浅层、水
热型和干热岩型等主要地热资
源在我国各地市的分布情况作
了细致介绍。

中国城市报记者查询《中
国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
了解到，中国浅层地热资源在
全国范围内分布较为广泛，中
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中国
336个地级以上城市浅层地热
资 源 热 容 量 为 1.11 × 1017
kJ/℃，每年可开采量折合标准
煤7亿吨。其中，地下水地源
热泵系统夏季可制冷面积为
5590平方千米，冬季可供暖面
积为3610平方千米；地埋管地
源热泵系统夏季可制冷面积为
3.56万平方千米，冬季可供暖
面积为3.75万平方千米。适宜
开发浅层地热的地区主要分布
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河南、辽宁、
上海、湖北、湖南、江苏、浙江、
江西、安徽等13个省(市)。

此外，中国水热型地热资
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已发现出
露温泉2334处，在册地热开采
井5818眼。根据中国地质调
查局区域地热调查成果显示，
我国水热型地热资源折合标准
煤1.25万亿吨，每年可开采量
折合标准煤18.65亿吨。其中，
水热型高温地热资源量折合标
准煤141亿吨，发电潜力8460
兆瓦，主要分布在西南藏滇等
地区；水热型中低温地热资源
主要分布在渤海湾盆地、苏北
盆地、松辽盆地、汾渭地堑、华

南褶皱带等大中型沉积盆地和
造山带内。

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通常与
水热型地热资源相伴而生，位
于其下部或旁侧，分布范围较
广，在我国大部分含油气盆地
及近现代构造活动强烈区均有
发育。

近年来，各地在对地热能
的开发利用中，陆续涌现出一
批批独具特色的经验模式，如
河北省雄安新区。

此前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访
雄安新区时了解到，当地的地
热供暖能力已超过1000万平
方米，朝着成为全球地热利用
样板的方向稳步前行。其中，
由雄安新区托管的雄县，已被
打造成我国第一座地热供暖

“无烟城”。
作为地热供暖“无烟城”的

操刀手——中国石化，将地热
科技研发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在雄县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地
热供暖CDM方法学，创新形成
集地热勘探等技术于一体的六
大核心技术体系，填补了国内
空白。

应用范围覆盖多种行业
前沿科技再塑业界标杆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 2023
年世界地热大会展会上获悉，
地热能带动的产业转型与升
级具有一定广泛性，除了传统
的暖通空调行业外，还包含温
室农业行业、工业领域、旅游
业等。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是专程参加地热产业展会的一
家国际企业，该公司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欧
美国家许多家庭早年都使用地
暖温控器保证冬天室内温度。

现在，中国北方地区通过水地
暖供热也越来越普遍，这使得
地暖温控器一类产品呈现出广
阔的市场前景。

中国地热产业起步虽然相
对较晚，但发展速度迅猛。作
为后起之秀，“十四五”期间，我
国一批地热龙头企业的相关产
品与服务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
重要地位，也逐渐在国际市场
崭露头角。

“国内地热企业发展快的
原因除了资源丰富，还有就是
国家对地热产业的支持是由上
而下的。再加上地热产业具有
科技转化率高、应用领域广等
特点，使各企业愿意投入大量
研发成本。”昆山台佳机电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中石化
新星绿源公司展位前注意到，
不少国内外参展商云集此处
了解该公司的各项地热前沿
技术。

中石化新星绿源公司下属
企业中石化绿源地热能（陕西）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献喻
谈到公司的前沿技术时表示：

“我们的地热尾水回灌技术已
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准。该技术
对下一步地热资源开发规模化
应用、高端化发展和产业化推
广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让
地方政府对地热利用的前景充
满信心。”

据张献喻介绍，地热尾水
回灌就是把地热供暖后的低温
热水重新通过地面的工艺和回
灌井，回注到原始的热储层，从
而实现地热热储层能量的稳定
与可持续。这种技术是推动地
热产业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的
重要手段，最终实现地热资源
开发过程中取热不耗水目标。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上，观众在观看地热开发利用沙盘模型。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上，观众在中石化展台参观地热钻井装备。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 全亚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