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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东省地热资源分布广泛"资源储量丰富' 从山东省大地构造特征和大地热流值分布规律入手"根据地热

传导理论"对山东省水热型地热资源的分布规律和资源量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山东省地热资源的分布受区域

地质构造严格控制"根据地热成因可分为隆起山地板内深循环对流型和沉积断陷盆地传导型' 结合地热成因和

热储类型"进一步将全省分为 , 个地热资源区! e,鲁东地热区* ee,沂沭断裂带地热区* eee,鲁西隆起地热区*

e$,鲁西北地热区' 山东省地热资源量折合标准煤为 *,3';3

"

*)

2

K"不考虑回灌条件"现状地热开发利用量不足

已查明可采量的 3O"具有较大开采潜力' 根据地热资源分布特征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地热资源"是山东省压减

化石能源消费+推动能源结构优化+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山东省* 地热资源* 水热型* 资源量* 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 =3*,"""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2! :+;)<%#)*+&)# :))!* :)<"

收稿日期! #)*; :*# :#2* 修订日期! #)*+ :)3 :*#'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地热资源现状评价与区划%编号! *#*#)*);+,))*&)和(全国地热资源评价与区划方法研究%编号!

*#*#)**3);;3))&)项目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刘春华%*2+*, &"女"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研究工作' ABC1&! 8̂DE^DCp&1D3#*G*#<'8%B'

)"引言

地热能作为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可再生能

源"具有储量大+分布广+清洁环保和稳定可靠等特

点"是一种现实可行且具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 山

东省地热热储类型多且分布广"资源量丰富"开采

条件好"境内出露温泉 *2 处"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地

热资源大省' 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消费结构持续升级"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资源

环境约束趋紧' 因此"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地热资

源"是压减化石能源消费+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以及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 :+$

'

#) 世纪初,#) 世纪 2) 年代间"山东省地热资

源的勘查和开发利用都处于尝试性的探索阶段"主

要围绕在鲁东已发现露头的天然温泉区域进行'

在石油和煤炭等资源的开发过程中"鲁西北和鲁西

南地区发现地热资源"最先在东营地区曾打出十几

口水温大于 !) I的地热井"其中五号桩的桩 *# 地

热井"井深为 3 #,3 B"井口水温达 2+ I"当时居全

省之冠' 但这些地热井均是在石油开采过程中形

成的"成井质量较差"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低"

仅局部用于洗浴+水产养殖和地震观测研究等'

#) 世纪 2) 年代以来是山东省地热开发的快速

增长期"应用类型和范围不断拓展' 省内已建立多

家温泉度假村"开展对地热资源的综合利用开发"

如艾山温泉度假村+天沐温泉度假村和临沂的汤头

温泉等' 鲁西北地区许多新建小区都打了地热井

进行供暖"地热井数量迅速增加"地热水开采量占

全省总开采量的 +)O以上' 截至 #)*< 年底"全省

共有地热井约 * #)) 眼"地热水开采量约 )'; J*)

+

B

3

4C"地热供暖面积达到 3 #)) J*)

,

B

##3$

'

但山东省目前的地热勘查成果主要以单一地

热井的勘查成果为主"因此所得到的地热资源储量

大多是调查阶段的估算数据或者单个地热井数据"

不能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以及相关政策的

制定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也难以满足地热资源规

模化开发利用的需求' 本文在系统总结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对山东省地热资源量的分布特征及

资源量进行了评述与计算'



中"国"地"质"调"查 #)*+ 年

*"山东省地热地质背景

山东省地热资源的分布受区域地质构造严格

控制"不同区域地质环境所形成的地热资源分布特

征也截然不同' 主要影响因素有大地构造位置+岩

性+孔隙特征+热储类型+热储埋藏和形态特征等'

!'!"大地构造特征

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和构造演化史"山东省处于

一级大地构造单元华北板块和秦岭,大别,苏鲁

造山带内"二级大地构造单元自西向东划分为华北

坳陷区+鲁西隆起区+胶辽隆起区+胶南,威海隆起

区和苏北隆起区 ! 个分区' 山东省大地构造分区

如图 * 所示'

图 !"山东省大地构造分区

#$%&!"F.07B.70-6$).0$B.)$+F/2+6*+% N0*($+B-

""华北坳陷区二级构造单元包括齐广断裂以北

和聊考断裂以西的地区"属于华北地台上发展起来

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断陷盆地的一部分"以太古宙变

质岩系为基底"其上发育一套以海相碳酸盐岩为主

的古生界及海陆交互相,陆相的古元古界' 新近

纪开始"全区进入统一的以沉陷为主的时期"并一

直延续至第四纪"盆地普遍接受新近纪和第四纪沉

积'

鲁西隆起区二级构造单元东侧以昌邑,大店

断裂为界"北面和西面分别以齐广断裂和聊考断裂

为界' 该区构造单元内部"地层基底为太古宙泰山

群' 中生代侏罗纪以后"在燕山运动作用下"使原

来统一的基底发生破裂"沿断裂形成鲁中隆起区+

鲁西南潜隆起区和沂沭断裂带等三级构造单元'

在三级构造单元基础上进一步破裂形成断垄和断

陷构造单元"以及一系列的凸起和凹陷等五级构造

单元"每一个凸起或凹陷均为独立的最小级别构造

单元' 凸起和凹陷呈相间排列格局"自南向北有规

律地重复出现"凸起区域遭受剥蚀"凹陷区域接受

中生代和新生代沉积'

胶辽隆起区二级构造单元以沂沭断裂带的东

界断裂%昌邑,大店断裂&与鲁西隆起区和华北坳

陷区分界"其基底是元古宙,太古宙胶东群' 古生

代起长期出露海面"古生界缺失' 全区较为明显地

分为胶北隆起区和胶莱盆地%西部&# 个三级构造

单元' 胶北隆起区由元古宇,太古宇及元古宇变

质岩构成* 胶莱盆地中生代沉积一套巨厚的陆相

碎屑岩地层"其间有强烈的陆相火山喷发' 中生代

印支期及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大片分布于胶北隆

起区"主要断裂为(A向及((A向'

胶南,威海隆起区二级构造单元为郝官庄断

裂及牟平,即墨断裂带以东区域"与胶辽隆起区毗

邻' 该区发育大量的变质表壳岩系"形态多为条带

状或透镜状"长轴平行区域性片麻理"主要呈包体

状赋存于晋宁期花岗质片麻岩中"该构造单元内温

泉点分布广泛'

从区域构造特征看"山东省位于太平洋地热带

的太平洋西岸高热流带"该带是华北板块与扬子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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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碰撞结合带"又是华北坳陷与鲁中隆起的结合

部"构造极为发育"为地热形成及导热+储热提供了

良好的通道和场所'

!'@"大地热流值

山东省大地热流的空间特征与构造格局密切

相关' 大地热流值在莱芜市附近形成低值圈闭"热

流值变化梯度大致沿 (A方向"由莱芜低值圈闭区

向 >L和(A# 个方向逐渐升高%图 #&' 山东半岛

地区热流值大于 +) BL4B

#

"属高热流值区域"莱

州,青岛一线到烟台以西区域大地热流值在

2) H*)) BL4B

#之间"烟台以东地区大地热流值在

*)) H*!) BL4B

#之间' 胶辽隆起区大地热流值在

;) H2) BL4B

# 之 间" 与 华 北 大 地 热 流 值

%,;'*!! BL4B

#

&相比明显偏高"成为维系胶东温

泉形成的重要地热背景' 该区温泉主要出露于不

同时代的花岗岩等酸性岩体以及与围岩的侵入接

触部位' 温泉形成原因在于温泉出露花岗岩等岩

体的热导率较高"同时"温泉所处位置在构造形态

上属于隆 %凸&起中心或近中心部位 %或背斜核

部&"有利于地壳深部热流侧向运移"发生折射和再

分配"导致地热流向凸起中心部位%或背斜轴部&汇

聚+集中"形成地热异常带' 沂沭断裂带为莫霍面

隆起带"大地热流值为 <# BL4B

#

"断裂带内部汤头

附近及郯城附近热流值较邻区略高' 鲁西隆起区

中部的鲁中隆起区莫霍面埋深较大"大地热流值在

,) H!) BL4B

#之间"属热流值最低的地区' 华北

坳陷区大地热流值在 !< H;2 BL4B

#之间"略高于

地球表面平均热流值%!2 H<3 BL4B

#

&'

图 @"山东省大地热流分区

#$%&@"<-00-).0$23/-2.,374 6$).0$B.)$+F/2+6*+% N0*($+B-

!'I"热储层特征

根据地热资源形成因素及其与地质构造和地

热背景的关系"山东省地热资源可以分为隆起山地

板内深循环对流型和沉积断陷盆地传导型#3$

' 根

据地热资源的赋存形式"山东省热储可划分为裂隙

型带状热储+裂隙孔隙层状热储和裂隙岩溶层状热

储 3 大类' 带状热储主要分布在山地对流型地热

资源区域内* 层状热储主要分布在盆地传导型地

热区域内"局部构造隆起区亦分布有层状热储'

""综合地热成因和热储类型"可进一步将全省分

为 , 个地热资源区! e,鲁东地热区* ee,沂沭断裂

带地热区* eee,鲁西隆起地热区* e$,鲁西北地热

区%图 3"表 *&' 其中"鲁西隆起地热区进一步划分

为鲁中隆起地热亚区和鲁西南潜隆起地热亚区'

鲁东地热区+沂沭断裂带地热区和鲁中隆起地热亚

区地热属于隆起山地对流型地热资源* 鲁西北地

热区和鲁西南潜隆起地热亚区属于沉积盆地传导

型地热资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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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山东省地热资源分区

#$%&I"8-*./-01230-)*70B-6$).0$B.)$+F/2+6*+% N0*($+B-

表 !"山东省地热资源分区及热储类型

<2>&!"8-*./-01230-)*70B-6$).0$B.)2+6./-01230-)-0(*$0

.J5-)$+F/2+6*+% N0*($+B-

地热资源类型 山东省地热资源分区 热储类型

隆起山地板内

深循环对流型

鲁东地热区%

$

& 裂隙型带状热储

沂沭断裂带地"

热区%

%

&"""

裂隙型带状热储

鲁西

隆起

地热

"区%

&

&

鲁中隆起"

亚区%

&

*

&

裂隙型带状热储

裂隙岩溶层状热储

沉积断陷

盆地传导型

鲁西南潜隆

起亚区%

&

#

&

裂隙孔隙层状热储

裂隙岩溶层状热储

"鲁西北地热区%

'

& "裂隙孔隙层状热储

""%*&

$

,鲁东地热区' 该区地热系统为深循环

对流型"热储类型为裂隙型带状热储' 热异常的分

布受构造控制"多以温泉形式出露"均呈点状及带

状出露于 # 组断裂交会处或不同岩体接触

带#3"< :;$

"埋深较浅"盖层厚度一般小于 !) B' 鲁东

地热区共出露温泉 *! 处"露头或孔口实测水温一

般在 <) H+2 I"溶解性总固体%K%KC&01RR%&TQ0 R%&10R"

P@>&值为 )'!#< H*3',# 74Z"热储岩性以花岗岩和

片麻岩为主%表 #&'

%#&

%

,沂沭断裂带地热区' 该区中生代燕山

期频繁的岩浆活动沟通了地壳深部的热源' 在

构造交会部位及其附近"深层构造裂隙发育"为深

层热水循环提供了良好的通道和储存场所"地下深

处的热水易沿断裂通道上升"形成地热异常' 该区

地热系统为深循环对流型"热储类型为裂隙型带状

热储"分布于凹陷内"凹陷两侧的凸起区为热水补

给区' 沂沭断裂带地热区出露温泉 * 处"控热断裂

为沂沭断裂带的沂水,汤头断裂及其分支断裂"热

储层岩性为新太古界胶东岩群+白垩系青山群安山

岩及白垩系王氏群砂砾岩' *2!2 年温泉自流量

3++ B

3

40"水温 << H;) I* 目前温泉附近共有地热

井 < 眼"井深在 <! H# *)) B之间"水温 ,) H<) I"

开采量为 !)) B

3

40左右"P@>值为 3')3+ 74Z'

表 @"鲁东地区温泉特征

<2>&@"Y/202B.-0$).$B)*,/*.)50$+%)$+]2).F/2+6*+%

名称 热水温度4I

P@>值4%7-Z

:*

&

热储岩性

宝泉汤 ,* H+# *3',#) 片麻岩+大理岩

温泉汤 ,;'! H!#'! *'#2) 片麻岩

洪水岚汤 <) H+) )'+!3 花岗岩

七里汤 <* H<, )';32 花岗岩

呼雷汤 !+ H<# )'2#3 花岗岩+片麻岩

大英汤 !+ H<2 *'2<3 花岗岩

汤村汤 !3 <'<#; 片麻岩

小汤 ,) H<) #'!#3 花岗岩

兴村汤 #2'! )'<)< 花岗岩

龙泉汤 <# )'!,3 花岗岩

于家汤 3; H<< )'!#< 花岗岩

艾山汤 ,; H,2 )'+,, 片岩

温石汤 !) *',2, 安山岩+花岗岩

汤东泉 +) H+2 3'2;) 花岗岩

东温汤 ;) H++ !'!;3 砂岩+正长斑岩

""%3&

&

,鲁西隆起地热区' 该区位于沂沭断裂

带以西+齐广断裂以南和聊考断裂以东的广大区

域"分为鲁中隆起亚区和鲁西南潜隆起亚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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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隆起亚区%

&

*

&地热异常位于凸起和凹陷

的交接带附近及控制凹陷的(L向+(A向和 >A向

新构造断裂交会处' 该区热储类型为裂隙型带状

热储和馆陶组及寒武系,奥陶系碳酸盐岩岩溶裂

隙层状热储"尤其是深部热储层既受断裂构造所控

制"又具有带状热储特征#+$

' 区内出露 3 处温泉

%表 3&"水温为 ,) H<)'# I"热储层埋深一般在

#)) H* !)) B之间'

表 I"鲁中隆起亚区温泉特征

<2>&I"Y/202B.-0$).$B)*,/*.)50$+%)$+./-)7>_753$,.

6$).0$B.*,Y-+.023F/2+6*+%

"名称 热水温度4I

P@>值4%7-Z

:*

&

热储岩性

汪家坡温泉 #2 H3) )'<*! 新太古代侵入岩

桥沟温泉 3) H,!'2 )';2< 花岗闪长岩

安驾汤泉 <) H<)'# #'!,3 朱砂洞组白云岩

""鲁西南潜隆起亚区%

&

#

&有 # 个较好的可开发

利用的热储层"即新近系明化镇组孔隙热储层和寒

武系,奥陶系碳酸盐岩岩溶热储层"属低温型层状

热储"局部为上部孔隙及下部岩溶复合型层状热

储' 盖层厚度一般在 ;)) B左右"热水温度一般在

,) H<+ I之间"热储岩性为细砂岩和砂砾岩'

%,&

'

,鲁西北地热区' 该区包括齐广断裂以

北和聊考断裂以西的地区"属于中生代和新生代断

陷盆地的一部分"以太古宙变质岩系为基底"热储

类型主要为裂隙孔隙层状热储"局部为上部孔隙及

下部岩溶复合型层状热储"由地温增温形成"是地

热资源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 热储层主要为新近

系馆陶组热储层组和古近系东营组热储层组"其次

为新近系明化镇组下段热储层组+古近系沙河街组

热储层组和寒武系,奥陶系碳酸盐岩岩溶裂隙热

储层组' 盖层厚度一般在 +!) H* #)) B之间"热储

底板埋深一般小于 # +)) B"最深超过 3 !)) B' 热

水温度一般在 ,) H;) I之间"基底隆起处深部水

温可达 2) H**) I

#3$

"热储岩性为细砂岩和砂砾

岩'

#"山东省水热型地热资源量

@'!"地热资源量

采用热储法计算地热资源量#*$

"即

@A9

/

'

/

%*C

(

&S%G

*

CG

)

&B9

F

'

F

'

F

%G

*

CG

)

& " %*&

式中! @为地热资源量"N9* 9

/

和 9

F

分别为热储岩

石和水的比热"?94%N7-I&*

'

/

和
'

F

分别为热储

岩石密度和水的密度"N74B

3

*

(

为热储岩石孔隙率

%或裂隙率&* '

F

为热储流体储量"包括静储量和弹

性储量"B

3

* G

*

为热储温度"I * G

)

为恒温层温

度"I* S为热储体积"B

3

'

通过计算"山东省隆起山地型地热资源储存总

量为 3+ 3#<',; J*)

*<

9"折合标准煤 *3)'22

"

*)

2

K"

可利用地热资源总量为 ! 2<2'#; J*)

*<

9"折合标准

煤 #)',)

"

*)

2

K* 沉积盆地型地热资源总储量为

*;* 33#'*+ J*)

*<

9"折合标准煤 !+!'!!

"

*)

2

K"可

利用地热资源总量为 3< )+!'23 J*)

*<

9"折合标准

煤 *#3'33

"

*)

2

K'

@'@"地热流体可开采量

隆起山地型地热流体可开采量计算采用泉

%井&热量法"统计各温泉或自流井的流量"将温泉

和自流井的总流量作为天然补给量和可开采量'

沉积盆地地热流体可开采量采用最大允许降

深法计算"设定一定开采期限%一般为 *)) C&"计算

区中心水位降深与单井开采附加水位降深之和不

大于 *)) B时"求得的最大开采量"作为该区地热

流体的可开采量' 表达式为

@

FN

A

,

,

G<

*

&E%

<)**G-

)

#

I

*

#

&

" %#&

@

F0

A

#

,

G<

#

&E%

)),;3I

#

4

&

' %3&

式中! @

FN

和@

F0

分别为地热流体和单井地热流体

的可开采量"B

3

4C* <

*

和 <

#

分别为开采区中心和单

井附加水位降深"B* I

*

和 I

#

分别为开采区和单井

控制半径"B*

)

# 为热储含水层弹性释放系数* -

为开采时间"C* G为导水系数"B

#

4C* 4为抽水井半

径"B'

通过计算"山东省隆起山地型地热流体可开采

量为 *#'<+ J*)

+

B

3

4C"地热流体可开采热量为

*+'+! J*)

*<

94C"折合标准煤 )')<!

"

*)

2

K4C* 山东

省沉积盆地型地热区地热流体可开采量为 *3'+, J

*)

+

B

3

4C"地热流体可开采热量为 #)'<# J*)

*<

94C"

折合标准煤 )');

"

*)

2

K4C' 以上地热流体可开采

量计算结果均不考虑回灌条件'

-!!-



中"国"地"质"调"查 #)*+ 年

3"结论与展望

%*&山东省地热资源成因包括隆起山地板内深

循环对流型和沉积断陷盆地传导型 # 类' 热储可

划分为裂隙型带状热储+裂隙孔隙层状热储和裂隙

岩溶层状热储 3 大类' 总特点为热储分布广+类型

多+埋藏深度适中"热流体温度以中低温为主"开发

利用条件好'

%#&在不考虑回灌的条件下"山东省每年地热

流体可开采总量约 #<'!# J*)

+

B

3

"而目前地热水年

开发利用量约 )'; J*)

+

B

3

"不足已查明可采量的

3O"开发利用量不足' 若考虑回灌"地热流体可开

采量将进一步增加"因此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巨

大'

加快开发利用地热能不仅对调整能源结构+节

能减排+减少冬季散煤燃烧量以及改善大气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和增加就业等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是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为保障地热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建议进一步规划地热资源开采"加

强对地热水商业化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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