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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中国石油就已在华
北、辽河、大庆等油田实施了一批地热开发利用
项目。

1976 年， 冀中石油会战频繁打出高温高产
热水井，中国石油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工作随即
展开。

1998 年，华北油田原有的多种经营单位开始
利用地热供暖开展大棚种植，主要种植高端花卉，
供应北京、天津等城市。现在华北油田就近利用采
油一厂任 17 计油田余热， 为石油新城 4000 多户
居民家中供暖， 实现了油田余热和地热资源综合
利用。

在辽宁盘锦， 润城苑小区成为辽河油田首个
利用地热采暖的小区。通过 4 口深层地热水井，利
用水源热泵技术，制出高温热水为 17 万平方米的
住宅供暖。

在地热领域，中国石油手握丰富地热资源“先
天优势”，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
同时，地热也一直扮演着“后方供给”的角色，主要
应用于油田及周边生活供暖等领域。 如何开拓更
广阔的市场，实现地热产业的梯级综合利用？

从渤海湾盆地到松辽盆地， 中国石油一路稳
扎稳打，持续开展地热能开发利用基础研究、技术
攻关与示范工程。 现在， 中国石油积极投身冬供
“大军”，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将地热供暖的速度、
温度和品质带到千家万户，为蓝天白云全力以赴。

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居民李爱华家中，老
人指着室内温度计上“24.6”的数字高兴地说：“老

早就知道今年要用地热供暖， 刚开始我们还很担
心，怕供暖效果不好。 可是运行后，没想到效果这
么好，家里哪儿哪儿都是热乎的。 ”

正是中国石油冀东油田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
县投运的地热清洁供暖项目， 让武城县百姓在寒
潮来临之际切身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石油的 “绿色
温暖”。

在天津滨海新区， 中国石油首个浅层地源热
泵系统供暖加制冷项目在大港油田勘探开发研究
院院区投运。 随着浅层地热能供暖加制冷项目和
配套项目的完工， 室内温度可以达到 24 摄氏度，
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

在河北唐山， 国内单体最大的中深层采灌
均衡地热集中供暖项目———冀东油田曹妃甸新
城地热供暖项目一期工程已平稳运行 3 个供
暖季， 为 4 个院校、5 个居民区共 421 万平方
米的用户集中供暖， 成为国内具有引领作用
的地热开发利用示范工程项目之一。 华北油
田则紧抓雄安新区发展机遇，助力雄安打造绿
色生态宜居新城区， 深度参与雄安新区容东片
区供热（冷）项目运维服务。 容东片区供热（冷）
项目以“地热+燃气”方式为 8 个社区提供集中
供热（冷）服务，总供热（冷）面积超过 1200 万平
方米。

这个冬天，“冷门”资源“火”了起来，越来越多
的用户开始了解和使用这一供暖方式， 享受着清
洁能源带来的温暖。 中国石油地热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蓝图徐徐展开。

加速发展地热清洁供暖，中国石油底气何来？ 技
术实力和政策扶持成为中国石油地热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石油雄厚的油气勘探开发技
术实力，进一步形成点、线、面一体的地热开发利用核
心关键技术———围绕地热勘查、评价选区、方案设计、
工程实施以及地热运营智慧化管理等 5 个阶段，借助
核心技术和与之配套的工程建设能力完成了多个高
水平地热项目。 冀东、辽河、华北等油田的多个大型地
热供暖项目已经实现砂岩地层无压回灌；油田采出水
余热利用技术已在大庆、华北等油田推广应用。

其中， 东方物探在地热资源评价及区带目标优
选、热储复杂井位设计、综合地球物理勘查等方面具
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成为国际上地热勘探领域技术完
善齐全、独具技术特色的国际地球物理承包商。

几十年深耕地热能开发利用，中国石油还积极协
调地企关系，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争取政策支持，探
索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管理模式。 “政企合作、
技术主导、多方投资”的发展经验逐渐成为推动中国
石油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后发优势。

毗邻雄安新区的华北油田，在石油新城、万锦新
城等油田余热利用示范项目上，实现 100%同层无压回
灌和地热供热站的无人化、智能化。

市场上，从内到外一路攻坚啃硬———冀东油田走
出河北，外闯山东市场，一举拿下山东德州市武城县
地热供暖市场作为国内最早开发利用地热的油气田
企业之一，辽河油田积极整合专业力量，凭借地热技
术外闯市场，先后为浙江油田、吉林油田、南方石油勘
探开发公司等多家单位提供回灌、长停井改造及储层
改造等方面的技术支持。

政策的东风推动着中国石油地热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石油矿权区与北方地区冬季供暖区基本重

合，随着国家相继出台促进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清洁取
暖的文件以及南方地区夏季制冷需求的不断增长，中
国石油地热产业迎来开拓外部市场的机遇期。 另一方
面，中国石油内部生产耗能较高，在集团公司“清洁替
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战略的推动下，中国
石油正加快推动地热产业发展和布局。 随着技术水平
和产业协同优势的不断凸显，今后一个时期，在国家
政策引导下，地热产业必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下一步，在国家“双碳”目标推动和集团公司党组
的统筹部署下， 中国石油将持续推进地热产业“233”
战略布局，创新“地热+”开发利用模式，加大战略技术
储备和关键技术集中攻关，进一步为中国石油地热业
务“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增势赋能。

经过多年耕耘积累，中国石油地热产业捷报频传、
态势喜人，体现了中国石油蹄疾步稳的信心与底气。

向内看，这是产业发展的自信。
在山东，这是一次外拓市场的积极探索———冀东

油田地热供暖项目遵循“以灌定采、采灌平衡”的开发
原则，坚持“取热不耗水”理念，采用地热能为德州市
武城县城区供暖，总供热面积 235.52 万平方米。 据测
算，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替代标煤 5.4 万吨，年减排二
氧化碳 14 万吨。

在河北， 这是一次创新合作的探索———2018 年，
唐山市曹妃甸区政府与中国石油达成合作协议，在政
府支持下，仅用 6 个月便建成曹妃甸新城一期 230 万
平方米地热供暖项目。 该项目作为国内单体最大的中
深层采灌均衡地热集中供暖项目，实现了年替代标煤
5.3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 13.8 万吨，成为国内具有引
领作用的地热开发利用示范工程项目之一。

在国外，这是一张张代表中国石油综合实力的亮
丽名片———近年来， 中国石油依托油气勘探开发人
才、技术、装备优势，在国外实施多种类型地热资源勘
探项目，足迹踏遍肯尼亚、冰岛等国家，业务涵盖水热
型（传导型、对流型）、干热岩地热储层等类型。 一个个
项目的成功落地，彰显出中国石油在地热工程建设实
施能力上的显著优势。

向外看，这是降碳目标的加持。
当前， 绿色低碳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因素，要求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幅降低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 作为清洁环保的非化石能源和稳定可
靠的本土能源，地热能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必将在推
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与此同时，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加快
推进地热能开发利用，促进北方采暖地区燃煤减量替
代，进一步实现清洁采暖和绿色低碳发展，为地热产
业蓬勃发展提供坚实政策保障。

地上天朗气清，地下“热”情似火。 如何让地热产
业在下一个阶段取得长足发展？

目前，中国石油正持续推进并实现“地热+”规模
化推广和利用———在河北，任丘西部新城 160 万平方
米“地热+余热”热源协同供暖项目已经顺利投产，项
目实施后每年可替代标煤 3.68 万吨，实现减排二氧化
碳 9.6 万吨； 霸州高铁经济区 43 万平方米 “地热+燃
气”热源协同供暖项目首期工程也紧随其后，实现清
洁供暖 43.3 万平方米，每年可替代标煤 9729 吨，年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2.53 万吨。
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新能源处处长苏春

梅表示，未来围绕“地热+”，中国石油将提高地热能、
风能、太阳能等清洁低碳能源的综合利用效果，尽可
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需求；纵向来看，将充分利用不
同地热利用场景的温度差， 提高地热开发利用效率，
实现地热梯级利用。

中国石油在推进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
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攻坚领域有着清晰的认识。 目前
国内地热产业面临优质地热资源分布不清、井网部署
缺少开发模拟技术手段、 低孔低渗储层回灌难度大、
中低温地热发电经济性差、干热岩开发利用技术不成
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中国石油的发
展中。

为此 ，中国石油正积极探索着答案 。 每一个
难点和堵点 ， 都将是中国石油地热产业成长的
机遇 。 (渠沛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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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石石油油为为清清洁洁供供暖暖注注入入地地热热““绿绿能能””

今冬以来， 新投产 6 个地热清洁供暖项目加
入“保供大军”；

在运行在建清洁供暖项目增至 16 个，新增供
暖面积 900 多万平方米，是 2020 年底累计建成供
暖面积的 1.6倍；

现运行项目实现年替代标煤 35 万吨，年减排
二氧化碳近 100 万吨，年折合天然气当量 2.6 亿立
方米……

在当前国家政策的不断扶持和中国石油
的高度重视下， 作为最切实可行的新能源资
源，“蛰伏”三十年的地热产业“老将新征”，从
过去多用于保障油田周边生活取暖的后方阵

地转战 “前线”， 加入中国石油冬季清洁供暖
“大部队”，全力跑出地热供暖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速度。 不仅为冬季保供再增添一份底气，也
为城市用能低碳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了新选
择，更为加快新能源业务布局、助力实现国家
“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中国石油《地热业务“十四五”发展规划》也
进一步明确，未来五年将在清洁替代、对外供能
两个方向积极开拓地热产业，打造京津冀清洁供
暖示范、东北用能替代示范和长三角采暖制冷示
范“三大示范区”，受益人口将达 350 万，年可替
代标煤 400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千万吨。

拥抱行业春天
“内外”实力兼备为温暖注入“绿色”能量

一路攻坚啃硬
借技术和政策之力闯出产业新天地

手握丰富资源
从“后方供给” 转战“冬供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