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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资源条件

天津地热资源的

勘查始于上世纪七十
年代，先后对王兰庄、
山岭子等八个地热田
地热资源勘查工作。

目前正在开展“滨
海新区深部地热资源
调查评价”和“天津
市宝坻区京津中关村
科技新城地热资源保
障性调查”。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中关村科技
新城地热资源保障性调查

滨海新区深部地热资
源调查评价



地热资源条件

滨海项目勘探井，井深
2300米，水温96度，水
量120立方米/小时。 中关村项目勘探井，已钻至

2490米，温度40度.



地热资源条件

热储
特征

分布面积广
（8700平方公里）

热储层数多
（6个热储层）

热储埋藏浅
（4000米以内）

水质较好
（1-5克/升）

温度范围大
（40-113度）

资源储量丰富



地热资源条件

总储量为8.52×1020焦耳，以其万分之二作为每年可开采的地热资源计，
年折合标准煤583万吨。

总可开采量为10106.6 万立方米/年，可利用的热能量为1.73×1016焦耳/年，
折合标准煤59万吨/年。包括两部分：
1.已勘查评价（3000米以浅）：7606.6万立方米/年; 

2.未评价区域和深度内(3000-4000米)：2500 万立方米/年。

4000米以浅的地热流体可采量

4000米以浅的热资源量



开发利用现状

天津是首批“中国温
泉之都”之一，同时具有
1个“中国温泉之乡”和2
个“中国温泉之城”及多
个开发利用示范单位。天
津地热人正在为把天津市
建设成为具有多层次、多
方面示范效应的地热开发
利用示范基地和温泉文化
展示基地而努力。



开发利用现状

2016年共有
地热井632

眼，包括回
灌井189眼。



开发利用现状

2016年总开采量为4121万立方米，总回灌
量为2097.3万立方米，回灌率达50.9%。



开发利用现状

截至2016年底，全市地热供暖小区及公建项目485

个，供暖面积达到2774万平方米（占全市集中供暖面积

的6.7%）。地热开发创造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年，创

造间接经济效益4.6亿元/年，带动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

约5500多人；地热利用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59.02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0.8万吨。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勘查精度有待提高

深度上: 3000-4000m深度地热资源未作勘查评价。

平面上：天津市仍有3000多平方公里的地热资源

勘查空白区未进行资源勘查。



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集中开采区水位下降较快

每年净消耗约2000万立方米，1997-2016年累计达3.94

亿立方米。采灌的不平衡是热储压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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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工艺和管理方面

 部分系统热利用率较低，尾水温度较高。

 砂岩热储回灌技术研究需要加强。

 多部门管理，造成一些地区地热管理无序；

 由于地热资源税偏低，还存在违法开采现象；

 需要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对策和建议

一、保护方面

1.加强热储回灌—特别是砂岩热储研究。

2.单井整合、批新带老、补建回灌井。

3.地表水回灌技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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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和建议

二、利用方面

1.积极推广应用地热梯级利用技术。
坚持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制
度，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

2.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为
重点，通过建立能源站等集中开发
利用模式、实现多能源科学合理配
置。



对策和建议

三、管理方面

1.制定完善《天津市地
热资源管理实施办法》

2.编制《天津市中低温地热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评价规程》

3.建设“天津市地热资源预警预
报信息平台”



对策和建议

4.加强管控力度，坚决打击黑井，杜绝非法开采现象发生。

5.对水位埋深和降幅较大地区减少投放矿权数量。

6.强化区级政府矿管部门管理力度及回灌督查。

7.建立预警预报系统，结合地热井井身结构、不同热储层

水位临界值进行预警预报。



对策和建议

四、政策引导方面

1.多方面筹措资金，支持地热资源的勘查、集约节约利用和资源

保护等工作。

2.继续执行回灌部分减免70%资源税的优惠政策。

3.利用地表水进行回灌的，可按照增加回灌量的50%申请增加年

度开采指标。

4.落实“利用地热能供暖制冷的项目运行电价参照居民用电价格

执行”的政策。



谢谢各位！
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