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典型地区地热资源勘查评价关键技术研究与高效利用示范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主要完成单位：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河海大学 

主要完成人：杜建国；郝社锋；骆祖江；邹鹏飞；王丽娟；杨林；范迪富；鄂建；闵望；曹

曜；王彩会；李朗；时国凯；尚通晓；左丽琼 

技术评价时间： 2014.11.28、2015.6.27、2015.12.8、2018.6.11、2019.10.31、2020.12.19  

成果登记时间及登记号：2015.12.29（20160075）、2018.11.12（20190013） 

（二）推荐意见  

地热资源属清洁、高效可再生能源，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

出了新要求。项目完成单位经过多年的勘查与实践探索，从地热资源成因模式、碳减排潜力、

环境监测、高效开发利用示范等层面上展开攻关，取得了多项科技创新与突破： 

创造性提出了不同地热资源的成因模式及找热理论，在长三角及其他多个省市应用效果

显著，清洁可再生能源勘查取得重大突破；首次评价了长三角典型地区（江苏）地热资源量

及其开发利用的碳减排潜力，将贝叶斯理论创新应用于热储模型的关键参数分析，提高了评

价结果的可靠性；提出了中温地热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模式，在南通小洋口建成了我国南方

地区首个中温地热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示范工程；编制了全国第一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

环境监测地方标准；等等。 

经审查，项目成果实现了长三角典型地区（江苏）清洁可再生能源勘查与开发利用的重

大突破，能有效助力该地区“双碳”目标实现。项目申报资料真实可靠，符合申报条件和要

求，同意推荐申报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地热能作为一种安全稳定清洁的可再生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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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及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对清洁能

源有强烈的现实需求牵引，江苏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一员，研究地热资源勘查技

术、推动规模化开发利用有助于支撑长三角地区的低碳发展。本项目是在国家及江苏省有关

部门的支持下，首个对长三角典型地区（江苏）中深层地热资源与浅层地热能进行勘查评价

关键技术攻关与综合高效利用示范研究的项目，主要形成了以下四方面原创性成果： 

（1）首次系统研究了江苏省中深层地热资源的形成机理，发现了北西向断裂导水、北

东向断裂阻水以及二者复合作用的地热资源成因规律，创造性提出了“X 型构造控热控水”

的成因模式，并针对该成因模式提出了“热（波）阻异常”的地热资源找热理论，研究了相应

的地热资源勘查关键技术。 

应用该成果：①成功探明了如东小洋口、宝应黄荡—安宜镇等两处大型中温（90～150℃）

地热田，属长三角地区之最；②确定了省内勘查地热井 106 口，出水成功率达 95%以上。

特别是在传统理论认为无地热资源分布的扬州白垩纪红层区（水温 80℃，水量 1915m3/d）、

镇江侏罗纪火山岩区（水温 62℃，水量 1506m3/d）、苏州古生代碎屑岩区（水温 45℃，水

量 3486m3/d）、常州白垩纪花岗岩区（水温 48℃，水量 508m3/d）、连云港变质岩区（水温

46℃，水量 1019m3/d）等深部地热勘查中均取得重大突破。 

该成果已被其它省市地热勘查单位所采用，并在北京、浙江、贵州等地热资源勘查中获

得成功。 

（2）首次查明了江苏省各类地热资源的禀赋，评价了全省的地热资源量及其开发利用

的碳减排潜力，并将贝叶斯理论的不确定分析方法应用于地热资源热储模型的参数分析，提

高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江苏省地热能资源储量相当于 274 亿 t 标准煤，每年可减排 CO2



 

约 8824 万 t，碳减排潜力巨大。其中，浅层地热能可采资源量冬季可供暖面积 25.9 亿 m2，

夏季可制冷面积 23.1 亿 m2，折合标准煤约 7430 万 t；中深层地热流体年可开采热量折合标

准煤约 656.1 万 t，已探明的地热资源量折合标准煤约 28.1 万 t。 

（3）首次开展了中温地热资源集发电-供暖（制冷）-干燥-种植养殖-康养理疗-生活热

水-回灌的综合高效利用模式研究。建立了地下水渗流与热量运移三维耦合数值模型，评价

了回灌对热储层渗流场和温度场的影响，提出了地热尾水科学回灌方案，并在南通小洋口建

成了我国南方地区首个中温地热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示范工程。 

（4）首次构建了江苏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适宜性分区评价模型，在典型地区开展了基

于热平衡控制的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潜力评价，为地源热泵系统克服热堆积、热贯通，实现

对浅层地热能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关键技术参数。编制了全国第一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

用地质环境监测地方标准，为江苏省逾 4000 万 m2建筑利用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提供了关键

技术支撑。 

 本项目研究过程中参与出版专著 2 部，主要研究报告 6 册，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要标准规范 1 部，专利 6 项。项目的成功实施对于推进长三角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客观评价 

1、中国科学院院士评价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原校长、江苏省科协主席陈骏：该项目主要成果进一步完

善了我国地热资源成因理论，为优化地热资源勘查、规范地热资源管理、推进地热能可持续

开发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对促进地热学科务实发展和全省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地热能中心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国家地热能中心指导委员会

委员汪集旸：项目成果对于丰富国内浅层及中深层地热资源勘查评价、标准的制定及地热资

源的可持续、综合高效利用、促进地热地质学科发展，具重大现实意义，对推动江苏省绿色

产业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

先水平。 

2、专家组验收评价 

（1）中国地质科学院项目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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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热资源现状调查评价与区划项目”、“江苏省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项

目”成果认为：（1）对全省热储类型及分布进行了归纳，在精细刻画热储分布特征及温度场

特征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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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江苏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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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地下

水源热泵和地埋管地源热泵两个方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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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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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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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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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

生态经济区东南部地区中温地热资源（≥90℃）调查评价项目”、“淮河生态经济带（江苏段）

地热能源潜力评价及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项目”成果认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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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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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提出了隐伏对流型地热资源的成矿标志，为同类型地热资源勘查提供了理论

指导。（4）首次系统分析研究了中温地热资源的地热地质条件，划分了七个不同储层组合分

区，并以碳酸盐岩为储层，结合地温场特征、盖层厚度和断裂构造发育程度，圈定了五个重

点勘查区。（5）建立了国内首个流域尺度的地埋管换热系统三维数值模型，预测了温度及热

堆积变化趋势，提出了增加换热孔间距、春秋季加热生活用水以及增设冷却塔的解决方案，

规划评价了区内浅层地热能可采资源量及开发利用潜力。（6）首次构建了苏北盆地地热储层

非均质性的三维空间分布，建立了苏北盆地地热储层系统水热耦合模型，采用贝叶斯理论的

不确定分析方法针对热储模型的关键参数进行研究，计算了地热资源量，评价了开发利用潜

力。 

（3）原南京国土资源局组织的专家组验收意见 

专家组审阅了“南京市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项目”成果认为：（1）项目所提出的浅层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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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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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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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薛禹群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成果系统性强，

创新点多，成果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3、项目成果查新意见 

科技查新结果表明，项目在以下几方面具有创新性：1、国内已见基于翅片套管开发热

干岩地热能的 S-CO2发电系统，通过 S-CO2 气轮机和发电机将地热能转化为高品位的电能

的报道，国外已见通过优化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地热发电的可行性的报道，

本委托项目所述建立了如东小洋口地热田发电、烘干等梯级高效利用模式，在所检文献中未

见具体述及；2、国内已见通过地热地质调查、地热钻探、测温、综合研究等工作手段，查

明地热田热异常空间分布、热储特征、地温场特征，分析了地热田的成因的报道，国外已见

解析了沿温泉的蚀变带、深部侵入和深连通的区域断裂，证实连接玛哈那底断裂的局部和浅

层断裂则为研究区温泉提供了补给的报道，本委托项目所述发现了如东小洋口、宝应黄荡-

安宜镇大型中温地热田，并建立相应大型中温地热田的复成因成矿模式，在所检文献中未见

具体述及；3、国内已见地热田复合梯级开发利用系统，实现了电热冷等多联供和全产业链

高质量开发利用的报道，国外已见通过构建 SWOT 模型，分析了影响着地热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原因，并提出了促进当地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和建议的报道，本委托项目所述系统

研究了江苏省地热储层分布及温度场特征，并从地热资源四个维度进行了区划，提出了各类

地热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模式，并建成如东小洋口地热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示范区，在所检文

献中未见具体述及；4、国内已见研究了开采、回灌条件下热储的温压场响应，确定了采灌

量等井网布局参数的限制条件，最后提出了地热资源开发优化策略的报道，国外已见分析了

跨世纪的水文地质资料和热资源利用信息，评价了热资源利用的影响，以评价热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的报道，本委托项目所述在江苏省内开展了地热井回灌试验及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

建立了地下水渗流与热量运移三维耦合数值模型，评价了回灌对热储层渗流场和温度场的影

响，提出了地热废水（尾水）的回灌方案，在所检文献中未见具体述及；5、国内已见研究

并实现了基于先验模型约束的地温场贝叶斯反演，对实测 DR3 号钻孔的温度测井数据做反

演后获得了共和盆地地温场并计算地下热流值的报道，国外已见根据区域地质背景、地层分

布等地质条件，总结从地面到地下 3000m 开发的地热资源可直接用于空间供热、温室供热、

养殖池供热和工业等用途的报道，本委托项目所述采用贝叶斯理论的不确定分析方法针对苏

北盆地地热资源热储模型的关键参数进行了研究，定量评估了区内主要开采井的地热资源开

发利用潜力，在所检文献中未见具体述及。 

4、应用单位评价 

（1）省内应用单位评价 

扬州市、泰州市、徐州市及灌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为：依托本项目成果，成功指

导扬州市宝应七里村地区勘查成功全省水温（93℃）最高的中温高产地热井，为地热发电创

造了良好条件。“扬州市地热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规划”已以政府文件下发，该规划系全省

首个批准实施的地级市地热专项规划，为扬州市地热资源的勘查与开发管理，保障地热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为扬州市“中国温泉之城”的成功申报提供了

大量、可靠的基础数据，依据规划成果指导高邮马棚创造全省最大地热井出水量 3630m3/d

的记录。大力推进了泰州市地热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干热岩勘查开发。2017 年，泰州市政府

在全省率先制订地热资源和浅层地热能管理规范性文件，出台了《泰州市地热资源和浅层地

热能管理办法》，优化了上位法的处罚条款，理顺了地热资源管理机制。依据地热条件分区

结果，优选宝应柳堡-兴化城东靶区作为干热岩勘查靶区，2021 年初，位于兴东镇的“苏热

1 井”顺利完井，成功探获碳酸盐岩热储层，井底温度为 155℃，首次证实苏北盆地蕴藏丰

富的干热岩资源，实现了江苏省干热岩勘查的重大突破。成功指导徐州市沛县安国镇地区一

口开采井和一口回灌井的对井地热资源勘查，其中开采井为徐州地区出水温度最高（65℃）、

出水量（1940m3/d）最大的地热井， “一采一灌”的对井模式可为当地搬迁安置小区供暖

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热源，为苏北农村住房条件改善建设清洁能源供暖示范点，并在整个苏北

农村住房条件改善建设中予以示范和推广。2017 年，位于灌云县大伊山的地热井顺利完井，

水温 46℃，水量 1019 m3/d，打破了变质岩地层不含水或含水量少的传统理念，实现了变质

岩地区寻找优质地热资源的重大突破。该地热井的勘查成功，为灌云县变质岩地区寻找优质

地热资源指明了方向，积累了经验。同时，依托该地热井建成伊水温泉康养中心，促进了灌

云县旅游度假、养生休闲产业的快速发展。 

原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认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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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进行了深入应用。为我局系统加强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监管，推动绿色

建筑行动和浅层地热能资源建筑应用，推进浅层地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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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汤山温泉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如东小洋口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南通金蛤岛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南京源鼎置业有限公司、连云港弘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认为：受本项目成果

促进，在南京汤山南部新城钻获两口优质地热井（出水温度分别达 72℃、73℃）提供了科

学依据，为解决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日益增长的温泉水资源需求紧缺问题提供资源保障。如

东小洋口成功钻获省内第一口中温地热资源井（92℃），为中温地热资源高效利用示范提供

能源保障，对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品牌打造及温泉旅游产业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2020 年，

度假区被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中国温泉之乡”的称号。小洋口温泉展示中心用能均通过地

热转化，实现从发电到供暖、制冷、烘干、洗浴、养鱼养虾，全方位展示小洋口零碳小镇“地

热+”开发模式。在南京六合奶山白垩纪红层中寻找优质地热资源得到了突破，奶山地热井

出水水温 70℃，出水量 1107m3/d，是六合区第一口地热温泉，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尤其是

偏硅酸和锶含量达到命名矿水浓度标准。依托项目成果，成功打造了温泉文旅康养小镇。连

云港大伊山地热井水温 46℃，出水量 1019m3/d，为钠钙强盐泉，微量元素锶、锂、溴、偏

硼酸均达到了有医疗价值浓度或以上标准。依托该项目成果，打造的伊水温泉康养中心，成

为连云港弘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之一。 

（2）省外应用单位评价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认为：依据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提出的“热波（阻）异常”找矿模式，

完成了浙江省嘉兴运河农场 1 号地热探采井、嘉兴市秀洲区王店地热探采井的勘查工作，并

成功钻获高质量地热资源，其中，嘉兴运河农场 1 号井井口水温 64℃，最大出水量

2592.61m3/d；秀洲区王店地热井井口水温 42℃，最大出水量 508m3/d。对地方政府品牌打造

及温泉旅游产业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北京市地热研究院认为：依据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提出的“热波（阻）异常”找矿模式，

完成了北京市通州区西集 1 号地热探采井、大兴区星明湖度假村地热探采井的勘查工作，并

成功钻获高质量地热资源。其中，通州区西集 1 号地热探采井井口水温 92℃，最大出水量

3072.64m3/d，为该地区第一眼“中温”地热井，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地热资源开发及温泉产业发

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大兴区星明湖度假村地热探采井井口水温 46℃，最大出水量 1549.67 

m3/d，有力的推动了大兴南部地区以及大兴国际机场周边地区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 

北京金海源地热工程勘察有限公司认为：依据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提出的“热波（阻）

异常”找矿模式，完成了河北省固安牛驼镇、浙江省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地热井的勘查工作，

并成功钻获高质量地热资源。其中，河北固安牛驼镇地热井井口水温 76℃，最大出水量 890 

m3/d；浙江省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地热井井口水温 43℃，最大出水量 652m3/d。该成果对上

述两个地区生态旅游和温泉产业发展提供了清洁可再生能源保障。 

北京中地创源地热研究院认为：依据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提出的“热波（阻）异常”

找矿模式，完成了天津市小古林地热井的勘查工作，并成功钻获高质量地热资源，井深 1900m，

井口水温 78℃，最大出水量 2100 m3/d。对天津小古林地区生态旅游和温泉产业发展提供了

清洁可再生能源保障。 

邯郸市伟业地热开发有限公司认为：依据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提出的“热波（阻）异

常”找矿模式，完成了山东省东营、贵州省安顺地热井的勘查工作，并成功钻获高质量地热

资源。其中山东东营地热井井口水温 63℃，最大出水量 2520 m3/d；贵州安顺地热井井口水

温 43℃，最大出水量 542 m3/d。对山东东营、贵州安顺地区生态旅游和温泉产业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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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1 年 10 月 27 日中国自然资源报：为深入贯彻国家对地热资源综合、高效开发

利用的要求，促进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江苏省如东县小洋口实施了地热梯级开发、高效利用

示范工程，探索地热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新模式，打造全国温泉开发利用示范区。江苏如东小

洋口地区拥有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地热资源开发应用领域和开

采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小洋口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正依托江苏省地热能开发利用院士工作站

核心团队的技术力量，在小洋口地区打造集地热烘干、供暖、制冷、康养理疗、种植养殖、

生活热水等于一体的地热梯级开发、高效利用示范工程。据介绍，按照可开采地热流体 1.55

×104 立方米/天，小洋口地热可开采热量 3.95×109 千焦/天计算，可替代标煤 4.92 万吨/

年，每年可发电 1.62 亿千瓦时；按照 60 摄氏度利用温度估算可供暖面积约 90 万平方米。

与常规能源相比，仅节省的各项减排治理费用每年就可达 2.16 亿元，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五）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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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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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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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勘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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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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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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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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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资源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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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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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王宽彪 

实用新型 
一种下沉式

泵房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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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8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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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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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调查研

究院 

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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