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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热能发展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利用温泉洗浴已有数千年历史,但是开始具有规模的利用地热能源发

电、供暖以及工农业利用则始于 20 世纪。然而全球真正加快地热开发的步伐应是以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因为当时世界出现了石油危机,许多国家为寻找可替代能源,掀起一

个以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热潮,中国也随之卷入了这一潮流,兴起一个以地热普

查、勘探和地热发电的高潮。,国务院提出了我国对环境与发展采取的 10 条对策和措施。

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推广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 

1、开发现状 

中国是一个地热资源丰富的国家,我国地热资源占全球的 7.9%(表 1),总能量为 11×

106EJ.a-1。高温地热资源(热储温度≥150℃)主要分布在藏南、滇西、川西以及我国台

湾省。中低温地热资源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由于我国进入规模型地热开发起步

较晚,所以无论从开发技术、综合利用系统技术、热利用效率以及科学管理等方面与先

进国家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1）地热发电 

我国地热发电始于 70 年代初,利用低温地热水发电的小型试验电站大都停产,只有

在西藏地热发电得以发展。目前我国地热发电装机在世界 22 个地热发电国家中排名第

14 位。 

① 地热资源的热源问题 

目前,我国尚未勘探到与浅成年表的酸性侵入体有关的地热系统。相反世界上各国

进行商业性地热发电的热源,几乎均与浅成年青酸性侵入体有关,并出现在具有高孔隙

率、高渗透率的地质环境中的水热系统。这种岩浆囊主要出露在特定的地质构造条件下,

诸如大洋中脊、聚敛板块边缘、大陆裂谷和板内热点等,组分属酸性或中性酸性。时至

今日,我国大陆已探明高温地热田中,尚未这类地热系统。 

② 地热资源地域分布的局限性 

地热能 大特点之一就是其分布具有地区性,这一特性往往制约其开发的进程。 

③ 地热资源勘探风险投资大 

通过目前我国高温地热钻井的揭示,高温热储与地质构造密切相关。一定程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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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高温地热的勘探风险是制约其深入开发的另一主要因素。 

④ 体制问题 

地热不同于其它新能源,在开发前必须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勘探,确定其资源量,自

1986 年我国体制改革以来,国家逐步取消了这项投入,风险资金全部转达出开发商承担,

尤其是高温地热资源勘探的高风险,更使开发者难以承受。综上所述,当前在我国过于地

强调地热发电的发展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而且不经济。目前,如保充分发挥现有地热电站

的发电潜力,使其达到安全、稳发、满发的基上,为我国今后的发电来业积累更多的技术

和经验。 

（2）地热直接利用 

进入 90 年代,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地热兴起了直接利用新高潮,尤其

在北方地区加大了以地热供热(采暖和生活用水)为主要开发力度,从而减少有害气体的

排放,并取得明显的综合效益。 

 (1)中低温地热资源丰富我国中低温地热资源有两种类型,一类为埋藏在沉积盆地

中的地下热水,即传导型地热资源。如华北、松辽、鄂尔多斯、四川盆地等,其资源分布

面积广、储量大、易开采。另一类则为直接出露地表或在地下作深循环的对流型地热资

源,前者即为日常所见的温泉,而后者一般为埋藏在基岩孔隙-裂隙介质中的地热水,它多

分布在福建、广东、海南等东南沿海诸省及江西、湖南一带。从目前资料显示,全国各

省市区均有地热资源发现(包括钻孔),这是开展中低温地热直接利用的物质(内因)基础。 

 (2)地热市场需求 

 (3)开发周期短、风险小、效益明显。近年来我国地热取得明显的综合效益,积累了

一定的丰富经验,相对减少了风险投资,降低了生产成本,缩短资金回收周期,地热不仅是

能源资源、水资源,也是矿产资源。 

2、存在问题 

（1）技术上差距 

包括地热资源勘探技术、评价技术、开采技术、回灌技术、发电技术以及热利用(含

热泵)技术等等。 

（2）认识上差距 

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在对常规能源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认识上是有较大差距的,

虽然目前我国能源构成中常规能源仍占主导份额,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必将逐步取代,成为绿色能源主力军的潜在力认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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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上差距 

基于政府部门认识上的原因,导致当前我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没能纳入国家能

源建设计划之内,没有纳入各级正常的财政拨款渠道,没有出台鼓励推广及扶持的相应优

惠政策与法规,当然也谈不上充足资金的投入。 

3、发展趋势 

（1）地热是一种较为清洁的能源。 

（2）资源储量丰富。尤其是中低温资源遍及全国各省市区。 

（3）地热勘查、钻探技术,尤其是沉积盆地传导型热田的勘查趋于成熟。 

（4）地热发电与热能利用,包括高效传热、节能、防腐等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技术。 

（5）具备有生产地热专用设备的企业,产品形成系列化,基本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6）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7）具备经济评价的优势。地热只要坚持以梯级开发、综合利用的开发原则,是具

备与其它能源相竞争的优势。 

（8）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地热专业技术队伍。 

综上所述,我国地热具有资源、技术、市场和人才四大发展要素,这是展望 21 世纪(前

期)地热发展的基础,要大力开展中低温资源的直接地热发电事业。抓住这一机遇,为保护

环境、节约能量、加速地热直接利用的开发力度、为我国地热产业化发展做出积极的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