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地质学会文件 
 

苏地会字（2020）第 53 号 
 

 

关于拟推荐 2020 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

的公示 

根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推荐工

作的通知》（国土奖字（2020）1 号），我会组织了本省国土

资源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工作。根据《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励

办法》的有关要求，现将我省拟推荐项目的基本信息公示如

下，公示期 5 个工作日，公示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11 月 27 日，在公示期间，对公示异议的可向江苏省地质

学会秘书处提出书面意见，请实名写明异议的事实依据，凡

匿名提出或超期提出异议的不予受理。 

联系人：黄倩 

联系电话：025-51816574 

 

 

 

 

 



 

附件 1：2020 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推荐成果汇总表 

附件 2：2020 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拟推荐项目情况简介 

 

 

 

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0 年 11 月 22 日 

 



 

附件 1：2020 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推荐成果汇总表 

 

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推荐成果汇总表 

 

序

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推荐

等级 
备注 

1 江苏丹阳小城镇地质环境

综合调查技术创新与应用

示范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江苏

省地质勘查技术院；河海大学；江苏省地

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大学；北京超维创想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

地质勘查局地质信息中心 

葛伟亚；贡晓骏；常晓军；贾

军元；邢怀学；陈  刚；曾剑

威；梁晓红；徐祖阳；付延玲；

郭  华；李晓昭；李魁星；陈  

弓；雷  廷. 

一等 

 

2 江苏省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

开发利用示范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邹鹏飞、陈火根、朱兴贤、鄂

建、闵望、杜建国、范迪富、

喻永祥、朱明君、杨露梅、陆

燕、季克其、陈明珠、左丽琼

一等 

 



 

附件 2：2020 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拟推荐项目情况简介 

 

江苏丹阳小城镇地质环境综合调查 

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情况简介 
 

成果名称：江苏丹阳小城镇地质环境综合调查技术创新与应 

用示范 
 

完成人: 葛伟亚、贡晓骏、常晓军、贾军元、邢怀学、陈 刚、 

曾剑威、梁晓红、徐祖阳、付延玲、郭 华、李晓昭、李魁 

星、陈 弓、雷 廷 

完成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江苏省地质

勘查技术院；河海大学；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大学；

北京超维创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

勘查局地质信息中心 

成果简介： 

主要在七个方面取得突出成果： 

一是查明了丹阳市地质环境条件，构建了三维地质结构

模型，提高了第四系岩土体结构划分精度。为丹阳市 2016

—2025 年规划编制提供了地质科学依据，系统划分了丹阳工

程地质层序，引导丹阳市岩土工程勘察系统在更大的尺度上

认识岩土工程勘察工作。 

二是查清了丹阳市地下水资源、浅层地温能资源、地下

空间资源、富硒土地资源等地质资源禀赋，圈定了地下水应

急水源区、富硒土地集中区，评价了浅层地热（温）能适宜

性，提出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规划建议。为保障城镇用水安

全、低碳循环经济提供支撑服务。 



 

三是探明了丹阳市地下水质量状况、土地质量状况，进

行了分区分级评价，提出了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和土地利用

调整建议，为生态环境安全提供了支撑服务。土壤地球化学

调查评价成果为丹阳市基本农田建设、特色农业资源开发提

供科学依据。 

四是研发了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开发了数据管理、

专业分析评价、三维地质建模、辅助决策、信息共享等五个

子系统，提供了一个综合化、智能化、规范化的基础服务平

台，为专业研究、政府管理、公众查询等提供了支撑服务。

为丹阳市自然资源管理补充了地质模块，向人民群众打开了

认识地球的丹阳窗口。 

五是开发了地质科普平台，形成了三维实体沙盘、互动

游戏系统、科学视频短片、钻探岩心实体柱等科普产品，探

索将专业性强的地质数据向服务型科普产品转化途径，提升

了面向政府、社会公众科普地质调查成果的服务能力。多次

通过讲座、展板、模型演示、人机互动等形式，集中与分散、

群体与个人相结合的灵活模式，开展地球科普宣教活动，参

与人数 6000 人次以上。 

六是促进了地质科技创新和技术方法进步。建立了地下

空间资源开发利用评估体系；探索了基于热平衡角度浅层地

温能开发利用方式数值模拟规划评价方法；地质信息管理服

务平台实现了多维度地质信息组织与建模、地上地表地下三

维一体信息集成、立体全息地质信息提取等创新；地质科普



 

平台体现了声光电有机融合，系统与沙盘联动控制等创新。

获得了 5 项软件著作权和 10 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七是总结了小城镇地质调查工作经验，实现了成果应用转化，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为丹阳市供水管网优化方案、地源

热泵制冷供暖、矿山环境整治、化工地块管理等提供了支撑，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主要科技创新: 

1.对丹阳市中部下切河谷全新世地层开展系统的岩性

组合、生物地层及 AMS14C 测年分析分析，确定其充填时代

与镇江海侵的最大海泛期较一致；同时将沉积环境演化与全

新统“基底泥炭”及上部滨岸盐沼泥炭层的年龄及高程数据

相结合，恢复了本区全新世中期 8000-7000 cal a BP 的古

海平面位置，重建了全新世中期阶段式上升的海平面变化曲

线。 

2．用耦合数值模拟方法从热平衡角度规划评价浅层地

温能开发利用。结合地质环境特征及岩土热响应试验与采灌

试验结果，建立了滨江新城地下水渗流与热量运移概念模型

和三维耦合数值模型，基于热平衡分析规划评价区域浅层地

温能的可采资源量、计算了地源热泵系统的开发利用潜力。 

3.建立了小城镇地下空间资源表征评估体系。识别评价

了影响地下空间开发的关键因素，将地质环境因素、规划限

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考虑，建立了城市地下空间资源

（UUSR）表征评估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识别表征了丹阳城镇

规划区地下空间资源。 

4.将高精度倾斜摄影测量立体模型与多要素三维地质

模型进行集成，实现了 3D 城市和 3D 地质的有机融合，建立

了地上地下一体的城镇地质环境三维实景数据库和三维立

体“一张图”系统；首创地学专题场景制作模块，将地上地

下一体化三维实景成果与多媒体信息进行有序整合，提供可

定制、可扩展、可交互的多专题多场景动态表达功能，显著

提升了地学成果推广应用的效果。 



 

5.项目实施过程中， 构建了“共同策划、共同出资、

联合实施、突出应用、宣传转化”的地质工作模式，针对小

城镇特点创新地质调查工作，转变地质成果应用方向，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得到了业界的普遍好评，为全国小

城镇地质调查工作开创示范。 

推荐意见：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决

策部署，要求统筹城市地上地下建设，加强城市地质调查。

为发挥地质工作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新优势，中国地

质调查局和江苏丹阳市政府合作开展江苏丹阳小城镇地质

环境综合调查试点，探索新时期城市地质工作模式，为科学

引导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城市布局结构，高效利用土地，提

高综合防灾能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

供地质科学支撑。2014—2016 年，项目开展了多学科、多方

法、多手段的城市地质综合调查，查明了典型城镇地质环境

条件、地质资源特征和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建立了城市地质

数据管理和服务系统，提出了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地质灾害

防治对策建议。项目取得了丰富、多样化的成果产品，服务

了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饮用水安全保障、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现代农业科学发展、生态环境安全防护、

智慧城市管理、公众科学普及。项目创新了多元信息化地质

科普技术、城市地质大数据信息服务平台构建技术，创新建

立了浅层地温能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地

质适宜性评价体系。针对小城镇地质工作程度低的特点和规

划建设需求，建立了“查明地质三维结构、摸清地质资源家

底、探明地质环境问题、建设地质信息平台”的工作内容模

式，构建了“共同策划、共同出资、联合实施、突出应用、

宣传转化”的工作组织模式，为全国小城镇地质调查提供了

示范经验。建议申报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客观评价 

1. 成果评审意见 

中国地调局华东项目办组织专家对“江苏1:5万埤城幅、

丹阳县幅环境地质调查（12120114074601）”项目成果进行



 

评审，专家评分 90 分，等级为优秀级。专家组认为，项目

完成了目标任务，取得了丰富成果，同意报告通过评审。 

中国地调局华东项目办组织专家对“江苏镇江丹阳市小

城镇水工环地质综合调查（12120114023101）” 项目成果进

行评审，专家评分 93 分，等级为优秀级。专家组认为，项

目成果丰富，应用示范效益显著，专家组一致通过评审。 

中国地调局、江苏省国土厅、丹阳市政府联合组织国内

知名专家对“丹阳城镇地质环境综合调查”项目成果进行了

评审。卢耀如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认为，项目全面完成了目

标任务，成果资料翔实，创新性突出，应用性、示范性很强。

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评审，综合评分 93 分，等级为优秀级。 

2. 用户评价 

（1）丹阳市农委：为丹阳现代农业产业园布局、蔬菜

基地及编制农业发展规划等提供了技术资料服务，为丹阳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特色土地开发提供了基础依据。新版“丹阳

市土壤志”使用了项目成果的相关数据。 

（2）江苏省地调院：南京地调中心在丹阳市丹北镇施

工的一口水文地质钻孔，在区域上具有一定代表性，作为地

下水监测井纳入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 

（3）丹阳市住建局：丹阳地质结构和工程地质建设适

宜性调查研究成果，为丹阳市进行高层建筑布局、重大工程

建设、城乡建设规划等提供了技术资料服务。 

（4）江苏仅一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地调中心（项



 

目组）开展的浅层地温能调查研究成果，为仅一公司采用地

源热泵技术开发浅层地温能提供了技术指导和资料服务。 

（5）丹阳市环保局：开展的丹阳地下水环境质量和土

壤环境质量调查研究成果，为丹阳市环保局编制水污染防治

规划、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及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了技术

资料服务，为我市贯彻落实“水十条”和“土十条”要求提

供了科学依据。 

（6）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丹阳地质结构和工

程地质建设适宜性调查研究成果，为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编制重大工程岩土勘察设计、工程建筑设计等提供了技

术资料服务。 

（7）江苏华东基础地质勘查有限公司：为申报“江苏

省丹阳市 Hg、Cd-Zn 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试点”专项提供了

技术资料服务。 

（8）丹阳市化治办公室：为编制丹阳化工生产企业地

块整治规划、丹阳市化工场地水土环境状况调查实施方案等

提供了技术资料服务，为收储的化工场地转型开发利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 

3. 第三方评价 

（1）科技查新结果 

对于地下空间开发的关键工程地质层组概念与识别评

价方法，基于开发难度、潜力、价值的综合质量评价体系，

本查新范围内国内公开发表文献中，未见与本项目研究内容



 

相同的文献报道（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 Z17,2016.12.25）。

可见，该项成果内容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通过建立区域性的地下水渗流与热量运移三维耦合数

值模型，基于热平衡分析规划评价区域浅层地温能的可开采

资源量，确定地埋管间距及抽、灌井的抽灌比，未见相同文

献报道（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 G02,2016.12.13）。可见，

该项成果内容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该项目建立了地上地下一体的城镇地质环境三维实景

数据库和三维立体“一张图”系统；采用城市地质地上地下

多要素全息快速提取技术,实现了”即时分析、实时展现”

的三维大场景综合分析；将地上地下一体化三维实景成果与

多媒体信息进行有序整合，提供可定制、可扩展、可交互的

多专题、多场景动态表达功能。经检索，未见有与该项目设

计及采用的关键技术相对应的文献和专利。因此，该项目具

有新颖性。经分析，该项目综合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中科院上海科技查新咨询中心，2019.12.27） 

（2）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 

项目已取得的成果，为丹阳市科学发展，城镇化规划布

局，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高效农业的发展，生态环境保

护和土地的修复等提供了全方位的科技支撑。（2016 年 3 月

5 日，3版） 

该项目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丹阳实际需求 ，系统开展

空间 、资源 、环境 、灾害多要素地质调查，查岩土结构、



 

摸资源家底 、探环境问题 、建信息系统 、提对策建议，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2018 年 2 月 8 日，3版） 

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江苏丹阳市部署的小城镇地质调查

试点项目，已经为地质工作支撑服务新型城镇化规划作出了

示范。该项目不仅针对“空间、资源、环境、灾害”多要素

开展调查，而且总结了小城镇地质工作经验。（2018 年 3 月

6 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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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开发利用示范情况简介 

 

成果名称：江苏省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开发利用示范 

完成人: 邹鹏飞、陈火根、朱兴贤、鄂建、闵望、杜建国、

范迪富、喻永祥、朱明君、杨露梅、陆燕、季克其、陈明珠、

左丽琼 

完成单位：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成果简介： 

本项目由“江苏省南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研究与

应用”、“江苏省地热资源现状调查评价与区划”、“江苏

省南通市洋口地区中温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回灌试验”、

“江苏省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四个子项目组成。 

地热能作为一种新型、清洁、高效能源，备受业界关注。

发展清洁能源符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对于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和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能源消耗大省，对地热能具有明确的现实需求牵引。

全省地热资源勘查、评价及开发利用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进

展，但由于工作较为零星和局限，且大多以市场行为推动主

导，一些地区在基础地质条件不清、地热资源形成机理不明、



 

勘查评价技术手段及方法针对性不强、勘查理念落后的情况

下，走了很多弯路，造成在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及保护、监

管方面难以形成科学系统的管理思路和措施，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地热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和地热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为摸清江苏省地热资源的家底，科学合理地勘查、开发、

利用江苏地区的地热资源，本项目在充分分析研究前人资料

的基础上，基于对全省地质背景条件的掌握，通过多年来的

地热资源勘查实践，对江苏省中深层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类型、

地温场特征、热储类型及分布、水化学特征等进行了全面总

结，对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地热资源温度、开发利用潜

力、地热资源勘探价值等进行了区划。查明了江苏省主要城

市的浅层地热能资源赋存和开发利用的地质条件、对全省 12

个地级市城市规划区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和地下水地源

热泵系统的地质适宜性进行了分区、评价了全省浅层地热能

资源量和开发利用潜力、对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进行了评估。

重点开展了南京市浅层地热能资源的勘查评价、开发利用现

状调查与示范工程研究、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数据库建

设与信息管理系统研发、开发利用规划编制等为浅层地热能

资源示范区研究以及南通市洋口地区大型地热田边界的圈

定、地热资源成矿模式、中温地热资源量评价、地热井回灌

试验及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等为中深层地热资源示范区研

究。取得以下标志性成果： 

1、获得全省 130 余口地热井、温泉开发利用现状资料，



 

100 余口地热井的水化学及同位素地球化学数据，完成全省

12 个地市城市规划区浅层地热能地质适宜性的分区评价； 

2、完成了全国首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监测

规范制定，江苏省首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专项规划编制和

有关科普宣传作品制作等工作； 

3、出台了如东县地热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和小洋口旅游

度假区地热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规划（2019-2030 年），成功

创建 “中国温泉之乡” ，为该县正在编制的“十四五”矿

产资源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撑； 

4、参与出版专著 2 部、研究报告 4 册，发表论文 23 篇； 

5、荣获国家级、地方主要媒体报道 5 次。  

项目成果可应用于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规范与

优化地热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管理模式、地热清洁能源高效开

发利用示范，为各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为从事地热

地质研究的有关个人和单位提供参考。 

主要科技创新: 

（1）精细刻画了江苏省地热储层分布特征及温度场特

征，采用多种方法对全省的地热资源量及地热流体可开采量

进行了定量计算，并进行了对比研究。对江苏省地热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地热资源温度、开发利用潜力、地热资源勘探

价值等进行了系统区划。 

（2）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 12 个地级市城市规划



 

区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和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的地质适

宜性进行了分区评价，计算了浅层地热能热容量、浅层地热

能换热功率和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潜力。通过与常规能源开

发利用的对比，对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进

行了评估，对成果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3）首次系统开展了气候夏热冬冷地区浅层地热能开

发利用环境响应研究，基于不同的地质环境条件和地源热泵

运行方式，系统研究了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运行对地质环境

的影响，提出了同类地区浅层地热能长效开发利用建议。 

（4）制定出台了全国第一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

环境监测标准，实现了物联网与国土资源“一张图”的数据

融合，为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与综合管理提供了服务示范。 

（5）以“矿地融合”理念为核心，系统开展了浅层地

热能开发利用规划编制与管理政策研究，出台了南京市浅层

地热能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实现了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与土

地规划利用的统筹，提出了相关工作部署与管理政策建议。 

（6）构建了适用于地质条件复杂地区的浅层地热能开

发利用适宜性分区评价模型，通过技术可行、成本经济和地

质环境安全三个方面的分析论证，提出了适宜不同地区、不

同地质条件的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适宜性分区方法。 

（7）通过 40m 深度的系统测温等手段，对南通市洋口

地区存在的多成因地热资源进行了分析研究，首次建立了具

有共生关系的地热资源成矿模式，为隐伏对流型地热资源勘



 

查提供了理论依据。 

（8）基于测温、综合地球物理方法、地热资源量的计

算，发现了小洋口大型地热田。 

（9）首次在江苏开展了地热井回灌试验及可持续开发

利用研究，建立了地下热水资源的三维数值模型，提出地热

废水（尾水）回灌层位及回灌量、回灌对热储层渗流场和温

度场的影响，为洋口地区地热回灌井的设计提供了基础数据，

为开展江苏地热井回灌技术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 

（10）出台了如东县地热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和小洋口旅

游度假区地热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规划（2019-2030 年），成

功创建 “中国温泉之乡” ，为该县正在编制的“十四五”

矿产资源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撑。 

推荐意见： 

江苏省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典型示范区研究项目是一

项基础性、公益性、前瞻性的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研究工作，

是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南京市人民政府

共同出资的四个子项目组成。该项目服务于江苏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宗旨，紧密围绕改善江苏省能源结构、保

障能源安全战略目标，和目前面临的或亟待解决的地热资源

保障问题，即：全省中深层地热资源分布情况及储量、主要

城市浅层地热能资源调查评价、典型示范区浅层地热能开发

利用研究与应用、典型示范区中温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回灌

试验，从地热地质条件、地热资源储量评价、开发利用现状



 

调查与示范工程研究、地质环境监测、地热流体回灌技术等

层面上展开研究，取得以下突破：（1）精细刻画了全省地热

储层分布特征及温度场特征，对全省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地

热资源温度、开发利用潜力、地热资源勘探价值等进行了系

统区划。（2）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全省主要城市的地埋管地

源热泵系统和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的地质适宜性进行了分

区评价。通过与常规能源开发利用的对比，对浅层地热能开

发利用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进行了评估，对成果推广应用具有

重要意义。（3）首次系统开展了气候夏热冬冷地区浅层地热

能开发利用环境响应研究，系统研究了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运行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同类地区浅层地热能长效开

发利用建议。（4）制定出台了全国第一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

用地质环境监测标准，实现了物联网与国土资源“一张图”

的数据融合，为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与综合管理提供了服务

示范。（5）以“矿地融合”理念为核心，系统开展了浅层地

热能开发利用规划编制与管理政策研究，出台了南京市浅层

地热能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实现了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与土

地规划利用的统筹，提出了相关工作部署与管理政策建议。

（6）构建了适用于地质条件复杂地区的浅层地热能开发利

用适宜性分区评价模型，通过技术可行、成本经济和地质环

境安全三个方面的分析论证，提出了适宜不同地区、不同地

质条件的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适宜性分区方法。（7）通过 40m

深度的系统测温等手段，对南通市洋口地区存在的多成因地



 

热资源进行了分析研究，首次建立了具有共生关系的地热资

源成矿模式，为隐伏对流型地热资源勘查提供了理论依据。

（8）基于测温、综合地球物理方法、地热资源量的计算，

发现了小洋口大型地热田。（9）首次在江苏开展了地热井回

灌试验及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建立了地下热水资源的三维

数值模型，提出地热废水（尾水）回灌层位及回灌量、回灌

对热储层渗流场和温度场的影响，为洋口地区地热回灌井的

设计提供了基础数据，为开展江苏地热井回灌技术推广提供

了科学依据。 

经审查，项目申报资料真实可靠，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

同意推荐申报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客观评价 

1、项目验收意见 

（1）中国地质科学院项目办组织的专家组验收意见 

专家组审阅了“江苏省地热资源现状调查评价与区划项

目”成果认为：（1）按照项目任务书和设计书的要求，开展

江苏省野外调查及采样工作。经核查原始资料，任务书下达

的实物工作量已全面完成，部分工作量超额完成。（2）野外

工作调查内容齐全，调查方法正确，野外记录内容完整、准

确，调查过程中及时进行质量自检互检，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3）项目成果报告、图件、数据库齐全，资料翔实可靠，

分析论述充分，结论正确，完成了任务书与设计书所要求的

各项任务。 



 

（2）南京国土资源局组织的专家组验收意见 

专家组审阅了“江苏省南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研究

与应用项目”成果认为：（1）项目对南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

利用进行了适宜性分区，评价了浅层地热能的资源潜力，计

算了热容量及换热功率，参数指标合理，依据充分，计算方

法正确，评价结果可信，所提出的浅层地热能进一步开发利

用的区划建议，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对地源热泵开发利用监

测、场地勘察设计以及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产生的地质环境

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2）项目从经济社

会发展、建筑能耗、气候条件、地质条件、技术条件、市场

需求与政策环境等多个方面对南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的相关条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代表性的浅层地热能

开发利用示范工程进行了详细研究，从热泵机组选型、建设

周期、经济和环境效益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为同类开发利用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在全面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南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建议，建议

针对性、可行性较强。（3）项目运用光纤温度传感和电阻温

度传感两种技术方法实现温度数据的采集，运用物联网技术

实现各项监测数据的实时无线传输，并通过监测中心对各项

监测数据进行接收、存储、分析与管理，技术理念先进；基

于南京市国土资源“一张图”基础数据服务平台，完成了浅

层地热能调查评价数据库建设和信息管理系统研发，集成和

展示了南京市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南京



 

市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动态监测网的动态监测数据，实

现了数据的查询、分析和可视化，实现了办公自动化，为浅

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提供了依据。（4）项目编制的南

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进行了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开发利用分区，部署的示范工程、重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

等工程，符合南京城市发展规划和浅层地热能开发管理要求，

操作性、指导性强；首次从浅层地热能关联产业、政策体系

构建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国内外及南京市浅层地热能管理政

策，提出了浅层地热能资源勘查、方案设计、开发建设、工

程运行和动态监测等方面的管理建议，针对南京市浅层地热

能开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符合实际，提出准入条

件、建设、运营、信息管理办法，合理可行。（5）项目制定

的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监测规范有助于规范地质

环境监测工作，保持地质环境稳定，维持热泵系统性能稳定。 

（3）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组验收意见 

专家组审阅了“江苏省南通市洋口地区中温地热资源调

查评价与回灌试验项目”成果认为：（1）开展了系统的 40m

深度测温，查明了洋口地区浅表地温异常区的分布特征，揭

示了浅表地温异常与深部地热资源具有成生关系的规律。（2）

深入研究了洋口地区“源、通、储、盖”等地热地质条件，

首次对如东县洋口地区存在的多成因地热资源进行了分析，

建立了洋口地区具有共生关系的地热资源成矿模式。（3）基

本查明了洋口地区地热资源赋存规律，分别对孔隙型、构造



 

裂隙型及岩溶裂隙型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进行了资源量及

可采储量计算，结论可信。（4）首次在江苏开展了地热回灌

试验及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为洋口地区地热回灌井的设计

提供了依据。 

（4）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组织的专家组验收意见 

专家组审阅了“江苏省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项

目”项目成果认为：（1）报告对工作区地质、水文地质、岩

土体热物性和环境地质问题等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条

件进行了全面阐述，查明了浅层地热能分布特点和赋存条件。

对江苏省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基础资料翔实充分。（2）报告在全面分

析总结江苏省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条件的基础上，

从地下水源热泵和地埋管地源热泵两个方面，第江苏省主要

城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进行了适宜性分区，并进行了地源

热泵综合性分区。分区合理，符合江苏实际。（3）报告利用

本次调查成果及已有资料，对江苏省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资

源量及开发利用潜力进行了分析评价，并通过与常规能源开

发利用的对比，评估了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经济环境效益，

对成果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4）报告结合江苏主要城市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主要城市开发利

用方式选择、开发利用管理、地质环境监测及相关科学研究

等方面，提出了浅层地热能进一步开发利用的相关建议，对

地表水地源热泵的开发利用前景进行了分析与展望，具有重



 

要的实际应用价值。（5）建立了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数据库。 

2、中国科学院 2 位院士的评价 

   （1）薛禹群院士：南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研究与应

用项目首次系统开展了气候夏热冬冷地区浅层地热能开发

利用环境响应研究，实现了地热能物联网与国土资源“一张

图”的数据融合，统筹了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与土地规划利

用，构建起浅层地热能资源潜力评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出

台了全国第一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监测标准。项

目从资源保障、合理开发、环境保护、高效管理等方面为南

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成果系

统性强、创新点多，成果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汪集旸院士：项目选择位于长江经济带的江苏省及

省内两个示范区开展地热资源研究，精细刻画了全省地热储

层分布特征及温度场特征，对全省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地热资源温度、开发利用潜力、地热资源勘探价值等进行了

系统区划。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全省 12 个地级市城市规划

区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和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的地质适

宜性进行了分区评价及开发利用潜力评价。首次系统开展了

气候夏热冬冷地区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环境响应研究，制定

出台了全国第一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监测标准，

系统开展了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编制与管理政策研究，

构建了适用于地质条件复杂地区的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适

宜性分区评价模型。首次建立了具有共生关系的地热资源成



 

矿模式，发现了小洋口大型地热田，首次在江苏开展了地热

井回灌试验及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为开展该省地热井回灌

技术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该项目新获取的研究成果相当务

实，有别于纯学院式的研究，对于丰富国内浅层及中深层地

热资源勘查评价、规划（标准）编制、回灌及可持续开发利

用研究等方面内容，促进地热地质学学科务实发展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 

3. 用户评价 

（1）南京市国土资源局：项目部分研究成果查明了南京市

浅层地温能资源家底和开发利用现状，建设了南京市浅层地

温能开发利用监测网，开发了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数据库和

信息管理系统，编制了《南京市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总体规

划（2014-2020 年）》、《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监测规

范》，起草了相关管理政策。上述成果均在我局进行了深入

应用。使我局全面掌握了南京浅层地温能资源量，明确了浅

层地温能资源开发利用目标和任务，同时为我局系统加强浅

层地温能开发利用监管，推进浅层地温能资源开发和土地开

发利用的“矿地融合”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2）南京市水务局：《南京市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2014-2020 年）》对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开发利用进行了专

门部署，为我局加强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应用管理和地下水

资源保护提供了重要技术依据；《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地质

环境监测规范》为我局加强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开发利用区



 

域的地下水监测工作提供了借鉴；相关管理政策研究成果为

我局加强与国土、住建等部门的协调合作，共同加强地下水

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管理和地下水资源的开发保护提供了

新的思路。 

（3）南京丰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南京市大力支

持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的政策及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研究

与应用项目的促进，公司社会认知度进一步提高，2013 年以

来在南京及周边城市承建了多处大型建筑的地源热泵系统

工程。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统计，受上述因素影响而新增的

销售合同额为 7979 万元，新增利润为 1436 万元。 

（4）南京朗诗地产公司：南京市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研究

与应用项目对浅层地温能进行了正面宣传，取得了较好社会

认知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司的知名度和业绩，相关成果

为指导我司土地购置、房地产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

司近年来在南京乃至苏南地区均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

2013 以来新增销售合同额约 8000 万元，新增利润约 800 万

元。 

（5）如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县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区

位优势明显，温泉旅游与休闲产业已具有初步规模。目前我

县正在编制“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利用江苏省地质调查

研究院编制的“江苏省南通市洋口地区中温地热资源调查评

价与回灌试验项目”成果，先后出台了《如东小洋口旅游假

区地热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和《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地热资源



 

勘查与开发利用规划（2019-2030 年）》，创建了我国地热资

源综合利用新模式：“江苏小洋口模式”。 

（6）江苏省如东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如东小洋口旅游度假

区于 2012 年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作为南通第一个省

级旅游度假区，小洋口拥有全国罕见的优质温泉地热资源，

与雄安新区并列为地热开发示范区。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自 2009 年以来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地热勘查工作，成工钻探

了 76℃的黄金理疗泉、92℃的太阳神泉，并发现了大型地热

田。主要用于取暖、温泉洗浴、理疗保健，已建成了南通金

蛤岛度假村、林克斯温泉度假酒店、林克斯温泉别墅酒店，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2018 年，因地热开发

产生的经济收益近 7000 万元，为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逾 500

个，已开发利用的地热资源总量可节省标煤约 5000 吨，可

节约环境治理费用 300 余万元。我区利用江苏省地质调查研

究院编制的“江苏省南通市洋口地区中温地热资源调查评价

与回灌试验项目”系列成果，建成了江苏第四、南通唯一的

“中国温泉之乡”。 

（7）江苏洋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我公司是香港保华集团

属下香港创华有限公司和如东县沿海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目前注册资本 10000

万美元。我公司自 2009 年以来先后委托江苏省地质调查研

究院开展了一系列地热勘查工作，在如东沿海滩涂取得了地

热勘查的重大突破，从 76℃再到 92℃地热井的成功出水，



 

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为重新评价如东沿海滩涂地热

资源拓展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勘查开发江苏省中高温地热

资源积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成功打造了以自主产业为导向，

拥有地热、养生、养老、理疗、渔业、农业、教育、科研等

支柱产业的国际温泉城，成立了我省首个且唯一的地热研究

院士工作站。利用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编制的“江苏省南

通市洋口地区中温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回灌试验项目”系列

成果，从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角度进行采灌结合，打

造小洋口以地热能为主的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系统，塑造小

洋口零碳小镇“地热+”开发模式，促进小洋口建设成为温

泉梯级综合利用示范区，同时也为创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奠定了基础。 

（8）江苏华东地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我公司于 2009 年注

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200 万元，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11年里，

我公司主要经营水文、工程、环境地质调查，地质灾害治理、

设计、评估、勘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水环境调查专项治

理，污染场地调查、治理、咨询，海洋地质调查，地热、浅

层地热能调查、评价，固体矿产勘查，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调

查、防治，环保工程咨询与施工，盐碱地改良等项目。利用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编制的“江苏省南通市洋口地区中温

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回灌试验项目”成果及以往的一系列勘

查成果，2018 年在如东县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开展地热勘查，

成功施工了一口地热井，成井深度 1098.9m，出水温度达



 

82 ℃，属高温度自涌式温泉。目前，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已

经拥有 42℃、76℃和 92℃三种品质的高端温泉，这口地热

井成功出水后，将为小洋口旅游度假区温泉产业化发展提供

重要的资源保障。 

4. 第三方评价 

（1）江苏省科技查新咨询中心（国家一级科技查新咨

询单位）查新国内外文献结果 

科技查新结果表明，项目在以下几方面具有创新性：（1）

运用熵权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涵盖冲积平原、侵蚀

堆积波状平原和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地区的浅层地热能开发

利用适宜性分区综合评价指标模型，从技术可行性、成本经

济性和地质环境安全三个方面论证了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适宜性，未见述及；（2）开展了气候夏热冬冷地区浅层地热

能开发利用环境响应研究，结合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监测数

据，进行了地埋管换热数值分析，提出了同类地区浅层地热

能长效开发利用建议，未见述及；（3）提出了考虑地源热泵

机组能效比（COP 和 EER）的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潜力评价

模型，完成了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的

潜力评价；建立了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潜力评价模型，并进

行了应用，未见述及；（4）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与管

理政策研究中体现了“矿地融合”理念，统筹浅层地热能资

源开发与土地规划利用，提出了相关工作部署与管理政策建

议，未见述及。 



 

（2）来自新闻媒体方面的评价报道 

1）2014 年 12 月 11 日中国矿业报：江苏地调院先后完

成了南京市浅层地热能资源调查、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

调查及示范工程研究、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动态监测网

建设、浅层地热能数据库建设及信息管理系统研发、浅层地

热能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和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政

策研究六大专题工作任务，为南京市浅层地热能合理开发应

用、保护地质环境、促进节能减排提供了全方面的科学依据。

编制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系统提出了南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

利用规划与管理政策建议。 

2）2015 年 6 月 24 日南京日报：从市质监局获悉，南京

市地方标准——《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监测规范》

近日通过评审组专家审查，将在修改完善后正式出台，并计

划在下一步努力上升为江苏省地方标准。目前，我国尚无这

方面的统一标准，南京的这一标准将填补该领域的空白。 

3）2015 年 8 月 17 日中国国土资源报：南京市召开专题

办公会，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南京市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总

体规划（2014~2020 年）》。规划明确了南京市浅层地温能开

发利用规划分区、开发利用方向与规模，并提出了南京市浅

层地温能重点调查区域和动态监测网络建设等工作任务。

《南京市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总体规划（2014~2020 年）》是

南京市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项目六大专题成果之一，规划编

制工作立足于资源调查评价、开发利用现状调查与示范工程



 

研究、开发利用动态监测网建设和开发利用管理政策研究等

专题成果，紧紧围绕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这一核心问题，从浅

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浅层地温能重点调查、监测与综合研究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下一步，

南京市将制定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形成更加高效的开发利用

管理体系。  

4）2019 年 4 月 17 日央广网：江苏地调院于 2009-2010

年在南通小洋口开展了地热勘查工作，钻探成功第一口地热

深井（洋通 1井，76℃）， 2013 年钻探成功了第二口地热深

井（洋通 2 井，92℃），于 2016 年-2017 年开展了南通市洋

口地区中温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回灌试验、地热回灌井选址

论证。基于南通市小洋口的优质温泉地热资源，中科院汪集

旸院士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地热方面唯一的院士工作站。2018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主办的

“2018 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发布地热能源白皮书，把小

洋口地区和雄安新区并列为地热开发示范区。 

5）2019 年 11 月 12 日如东日报：由中国矿业联合会、

江苏省矿业协会组成的专家组对小洋口创建“中国温泉之

乡”进行现场评议，与会专家通过听汇报、实地查看后认为，

小洋口旅游度假区符合“中国温泉之乡”命名条件，建议命

名其为“中国温泉之乡”，提请中国矿业联合会适时组织专

家委员会予以审定。小洋口旅游度假区有丰富的中低温地热



 

资源，目前已凿建五眼地热井，单井水温在 42℃至 92℃之

间，具有热储层数多、分布广、温度高、水质好等优点。地

下热水用于取暖、温泉洗浴、理疗保健，已建成了南通金蛤

岛度假村、林克斯温泉度假酒店、林克斯温泉别墅酒店，取

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科学开发、合理规划、统一管

理好小洋口地区地热资源，打造地热资源品牌，提升知名度，

县政府委托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编制了如东县小洋口旅

游度假区“中国温泉之乡”申报报告、申报表等一系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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