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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灌灌率率不不到到 11//44 导导致致资资源源浪浪费费、、生生态态环环境境隐隐患患突突出出，，多多数数地地热热井井面面临临关关停停““厄厄运运””

河河北北地地热热开开发发怎怎么么了了？？
■■本报记者 仝晓波 实习记者 齐琛冏

地热开发岂能逾越环保红线

或有超 3/4 地热井面临关停

记者了解到，近期河北省集中关停地
热井的所有行动始于去年 4 月河北省自
然资源厅发布的一份政策文件，该文件名
为《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河北省水利厅关
于加强地热开发利用管理的通知》（下称
《通知》）。

《通知》要求，今年 9 月 30 日前 ，依
法查处不符合地热规划违法开采的地
热井 ，并提请政府全部关闭取缔 ；对符
合规划但到 2020 年 10 月 31 日仍不能
实现合法开采的，依法查处并提请政府
关闭取缔。

衡水市饶阳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目前之所以关停部分地热井，

一是地热开采企业没有合法手
续； 二是这些井没有配套回灌设
施，属于违规开采。

河北住建厅相关人士亦向记
者透露， 不只是衡水存在上述情
况，在全省其他地市也都存在，这
些违规的地热井由较小公司经
营，多数没有打回灌井，相关手续
不齐全， 其中不乏供热面积达到
100 万平方米的大项目，“采出来
的地热水因为没有回灌， 都是直
接排放到下水道、 周边河道或者

农田里，对周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
“事实上，河北省的违规地热井关停

工作近几年一直在推进， 今年力度较大，
关停的地热井数量也较多。 ”这位人士进
一步对记者说。

根据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于 2019 年 7
月印发的 《河北省地热水资源保护与开发
利用规划（2018—2020 年）》（下称《规划》），
河北省平原区现有地热井 2305 眼，实际开
发利用地热井 1879 眼， 其中开采井 1531
眼，回灌井 348 眼，每年开采量约 1.75 亿立

方米，回灌量仅 0.4 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
配有回灌井的地热开采井仅占 23%左右，
地热水回灌率也仅约 23.5%。

更有知情人士估计， 河北省违规开采
的地热井比例， 高峰时可达到约 80%，“估
计在今年都要被关停。 ”

无序违规开发“污化”地热

地热水为什么要回灌？ 贵州大学矿业
学院副教授裴鹏告诉记者， 从保护热储热
平衡及有序开发的角度来看， 地热尾水必

须回灌。
“中深层水热型地热资源用于供

热，采暖过程为零碳排放，是北方地区
较适宜的清洁取暖方式，近年来发展迅
速。但地热尾水只有 100%同层回灌，才
可以保证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
用。 ”他表示。

“一些地热开采企业，比如个别民
营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打回灌
井。 ”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区
域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军锋对记
者说。

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诸如中石化
等有合法地热开发许可资质的国有企
业， 打一眼 2000 米左右的取水井、配
套一眼回灌井，总投入约需 800 万元。
而一些民营企业违规打同样深度的取

水井，再加上没有配套回灌井，投入仅需
200 万元，只有国企投入的 1/4。 并且由于
不采用回灌水泵等设施，运营成本也相对
较低， 平均供热利润 0.1 元/平方米/天以
上，100 万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每个采暖季
的收益就能达到 1000 余万元。 “高回报吸
引民企蜂拥而至，甚至不惜违规操作就不
难理解了。 ”

“含有矿物元素的地热尾水呈酸性或
碱性，若不进行回灌，一可产生大量的水资
源和热资源浪费，二可导致地表水污染。这

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否则地热行业将难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张军锋分析道。

按一眼中等偏上规模的水热型地热井
每小时取水 50 吨左右、采暖季运行 120 天
来算， 每眼井每个采暖季取水量达 14.4 万
吨，若不进行同层回灌，将严重影响中深层
地下水补水。 而华北是我国人均水资源量
最少的地区之一， 深层地下水的补给更是
“先天不足”。

“地热在开采过程中大量浪费水资源
的作为，不是清洁取暖的应有之义。只有实
现合规合法开采， 地热供暖产业才能真正
走上正道。 ”张军锋指出。

“九龙治水”暴露管理漏洞

记者了解到，衡水市此次关停的地热
井分暂时性关停和永久性关停两类。 “永
久性关停的是非法开采、 无证的地热井。
暂时性关停的地热井有合法手续，但是由
于政策或者企业自身原因，采矿证到期之
后也将永久性封停。 ”衡水市自然资源局
工作人员介绍。

那么，所谓合法手续都有哪些？ 上述
受访专家告诉记者，地热开发需要经自然
资源部门出具采矿探矿许可，水利部门出
具取水许可，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出具排污
许可，同时需经发改部门立项审批。 加上
住建部门的后端供暖管理， 也就是说，现
眼下地热开发利用想要实现规范化，至少
需要四个部门共管。

河北省就明确表示， 开发利用地热，
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将取水许可作为
办理采矿许可的前置条件。 由省水利主管
部门负责地热水取水权审批，省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地热探矿权、 采矿权审批，
市、县自然资源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出
具核查意见。

追溯这么多地热井无合法采矿资质
的原因，上述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不是

自然资源部门不给企业办采矿证，该办理
我们还是要办理的， 只是卡在了水利部
门。 只要水利部门把取水证批下来，就可
以办采矿证了。 ”

对此，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
士则向记者直言：“‘九龙治水’ 导致各部
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这种情况在全国也
不是一天两天了。 ”

就地热开发矿业权审批而言，据记
者了解，虽然其已被自然资源部列为独
立矿种， 但审批权现已下放至地方，由
县级以上政府一级管理部门批复授予
企业开发权限即可。 “目前地热开发的
矿业权许可管理归属不统一，部里仅仅
是备案。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证实。

“因各地管理情况不一，从省级到市
级，再到县级政府部门 ，都可以批复开
发。 不只在河北，地热行业管理整体都
比较松散 ， 国土部门的矿业权审批尤
其成为监管弱项 ， 以致被很多企业钻
空子 ，没有许可资质也能开工打井 。 ”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 随着地热市
场的发展，相关问题会逐渐暴露放大，同
时新技术的出现也会面临管理空白的挑
战，比如地源热泵、干热型地热管理部门
归属等。 以河北为例，“现在的情况正是
因生态环境风险显化， 倒逼主管部门必
须得加强监管了。 ”

记者了解到，今年 5 月，河北省水利
厅已召开全省取水井清理排查工作调度
视频会议，要求 7 月底前，各市县要全面
完成取水许可审批排查清理工作； 符合
补办条件的抓紧补办取水许可证， 不符
合条件的一律注销。 为按时完成年度关
停任务， 河北地热井的关停时间表进入
倒计时，力度空前。

对于该事件的后续进展，本报将持续
关注。

河北省衡水市地热开发最近遇到了烦心事。 据公开报道，6 月份，当地有 86 眼地热井被先后封停。
无独有偶。 近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亦查封取缔了 9 眼违法违规地热井。
而在此前，河北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方披露，截至 5 月，该市 309 眼地热井中，永久性关闭取缔的达 166 眼，另有符合规划

的 37 眼也已关停，正按有关规定完善手续。 也就是说，保定市高达 2/3 的地热井属问题井。
河北省地热资源丰富，其分布面积占到平原区面积的 76.5%。 近年来，随着该省大力推进清洁取暖，全省地热井数量骤增。 与此同

时，地热开发利用无序、无度问题日益突出。 根本原因出在哪里？ 对此，记者近日进行了调研采访。

■齐琛冏

近 几 年 ， 国 内 地 热 开 采 是 真 的
“热”起来了。 而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
大势所趋 ， 与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的严
峻性与紧迫性 ， 正是地热得以被重视
的真正动因。

然而梳理反思河北乃至全国的地热
开发现状可知，一旦政府配套管理、监管
不能及时跟进，极易导致无证无序、违法
违规开采， 反而会使地热开发利用的现
实成效与其初衷严重“背道而驰”。 河北
近期大批违规地热井被迫关停即为现实
例证。

在全国拧成一股绳， 全力推进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当下，需要更加强调，
生态环境红线即是行为准则，这根“弦”
始终不能放松。

就地热资源开发而言 ， 目前最成
熟 、 应用最普遍的技术就是水热型技
术 ， 即取热就要取水 。 这样的开发模
式 ，特别是在供暖季 ，需要 24 小时不
间断取水 ， 普普通通一眼井每小时即
要取水数十吨 ， 且不提因随意排放造
成的热资源和水资源浪费 ， 以及对周
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仅地下水超
采 导 致 的 水 力 供 给 系 统 性 失 衡 问
题 ，就已是华北地区数十年难以解决
的顽疾。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华北地区就出

现地下水超采现象，除浅层地下水超采
外，补给条件较差的深层地下水超采问
题更为突出。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就因
为在利用水源热泵时解决不了浅层地
热的回灌问题，被迫中止了这项技术的
推广。

直至如今， 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问
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为此，在 2019 年
初，水利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
业农村部还专门联合印发了 《华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其治理
难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河北还是全国，
如果不重视解决回灌问题， 只专注急功
近利，这种短视的开发思路，最终只会让

地热行业自断“脚筋”，为清洁、低碳发展
做贡献更是无从谈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耳
熟能详的话语，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
新审视生态与发展的有机关系。 然而很
多人仍未认识到的是， 在我们了解不多
的地下，同样需要“绿水青山”。

地热开发利用涉及供暖民生， 更涉
及生态环保，关乎子孙后代。 换言之，超
采区、禁采区，是生态红线，更是命运红
线，岂可轻易逾越！

河北政府近期推出的上述补救举措
可谓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同时能够
警醒全国，引起反思，地热资源怎样开发
才能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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