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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热能开发利用现状与未来趋势

任大陆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现阶段建筑领域能源消耗持续上升，2019年全世界建筑运作碳排放量占据了总CO2排出的28%。现如
今，建筑节能减排变成了在我国乃至全球电力能源布局遭遇的一大难题。为了能研究地热资源供暖发展潜力以及在

“双碳”总体目标里的价值表现，概述了中国地热资源资源禀赋及划分特性，提出了每个地方适用地暖供能方式。对

焦环保节能高效率的地埋管地源热泵技术，根据工程案例分析，总结出了浅部与立深层次的不一样供能特性。随着近

5年发展趋势推断，到2030年水源热泵将遮盖在我国19.25%的城市采暖总面积，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在实践应用和
发展方向层面，从探热-采热-用热的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多种多样新式地埋管热交换器和直膨式地源热泵系统及跨季
储能、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服务利用方式，充分有效地利用地热资源，以此促进工业化未来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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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热资源是一种全新的新型能源，具备储藏量大、

遍布广、清理环境保护、平稳靠谱等优点。在我国地热

能源丰富多彩，市场前景极大，市场前景广阔。地热

能因具有稳定、储量大、分布广泛等特点，在建筑供热

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开发运用地热能不但对调节能源体

系、节能降耗、美化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对

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城镇化发展基本建设、增加就业机

会均具备明显的拉动效应。地热能一般分成浅层地热

能、水热型地热能、干热岩型地热能。

1 地热能概述

浅层地热能的划分遍布全国各地，中国大陆地区浅

部地底都散落着浅层地热能网络资源；水热型持续高温

地热能源关键分布于藏南、大西南、新都桥和台湾等

地；其它地区以中超低温地热能源为主导。能源局明确

提出到2025年全国各地地热能供暖（致冷）面积比2020
年提升50%，到2035年，地热能供暖（致冷）面积比2025
年翻一番目标。规定依照“以灌定采、采灌平衡、水热

平衡”的基本原则，关键推动中深层次地热能供暖，与

此同时积极主动开发浅层地热能供暖，经济发展高效率

取代散煤供暖。

地源热泵技术性具备环保节能高效率、环境保护洁

净的优点，广泛应用于工程建筑供暖、制冷工程中。截

止到2019年年末，在我国浅层地源热泵磷酸原工程建筑
面积已经超过8.58亿m2，稳居世界第一。浅层地热利用装

机量达26.45GW，年总运用量是2.46×105TJ。在目前我国
地暖供暖运用中，地源热泵占艾力克7成前后。据中国住
建部全新统计分析，截止到2020年年末，全国各地城市

集中供暖面积约98.82亿m2，换句话说，地源热泵磷酸原

面积占据了全国各地8.68%上下[1]。在我国2015—2020年
的地源热泵磷酸原面积由3.92亿m2提高到8.58亿m2，年增

长率为118.88%；城市集中化供暖面积由67.22亿m2提高到

98.82亿m2，年增长率为47.01%。若依照近5年中国地源热
泵磷酸原面积和城市集中化供暖面积的增长速度测算，

到2030年，在我国地源热泵磷酸原面积有望突破41.11
亿m2，城市集中化供暖面积有望突破213.57亿m2，换句

话说，2030年在我国19.25%的城市供暖会由地源热泵给
予。地源热泵技术性根据较小的高品质电力能源完成超

低温位能向持续高温位能迁移，一方面能够实现冬冷夏

热的核心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替代传统不可再生能源点

燃供暖，减少污染，是当前通风空调运用中既能够实现

经济收益，又能够实现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专业

技术之一。

2 地热能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浅层地热能开发状况。随着绿色奥运、节能降耗和

全球环境治理行为，浅层地热能利用进到迅速发展过

程，2015年起浅层地热能利用经营规模开始居世界第
一。浅层地热能科技的原始性和安全性获得认证和信

任。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选用深层次地暖 浅层地暖 蓄冷

能 加热炉调峰方法，为29万平方工程建筑给予供热制冷
服务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办公场所利用水源热泵 深层

次地暖 蓄冷能 协助冷热源，根据热泵原理，首先建立

“近零碳排放区”示范项目，为237万平方古建筑群给予
夏天致冷、冬季取暖及其生活热水；北京大兴机场地源

热泵系统做为“绿色机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大兴

飞机场257万平方工程建筑给予冷、热能源等。截至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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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全国各地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经营规模为8.4亿平
方米，关键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湖

北、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市区。地暖立即利用的年利用

动能世界第一，占这个世界的29.7%；地暖立即利用的设
备容量世界第一，占这个世界的25.4%；水源热泵年利用
浅层地热能量世界第一，占这个世界的30.9%；地暖采暖
年利用量世界第一，占这个世界的38.2%。水热型地热能
开发状况。水热型地热能利用是中国地暖产业链中坚力

量[2]。在我国开发利用水热型地暖采暖已经有数千年历

史，改革创新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水热型地暖采暖的

开发利用在经营规模、深度广度上都有一定发展趋势。

近10年以来，中国水热型地热能立即利用以平均10%速度
提高，已多次获得稳居全球第一。中国地热能立即利用

以供热为主导，次之为健康养老、种养植等。据统计，

截止到2017年底，全国各地水热型地热能采暖总建筑面
积超出1.5亿平方米，在其中山东、河北、河南提高比较
快。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勘查开发状况。干热岩型地热

能是发展地热能持续发展的关键行业[1]。

3 地热资源开发现状

3.1  水热型地热能开发运用
水热型热量的开发应用基本上用于供暖、露天温

泉、栽种等。这种方法基本上是获取深层次地下热水的

形式推行。由于通过此方法简易方便快捷、经济发展地

开发地热能，在近期十年来，它在我国迅速展开，尤其

是在地热取暖上边，由河北的乡镇到陕西再到另一个省

份及其它地区。运用地热能来供暖成为了规模性发展趋

势。近年来，追随环境保护意识的更为一部提升，局部

地区也颁布了相关文件，提升操纵地表水的获取;水热地
热能供热项目必须“浇灌固定提取”，以保证同一层的

地表水 100% 回收利用浇灌。这种对策一点也不危害水热
地热能的开发应用。

3.2  中低温地热利用
在我国中超低温地热能最直接的利用主要是在地暖

采暖、医疗健康、露天温泉、洗澡、休闲度假、养殖行

业、农牧业温室种植和浇灌、工业化生产、矿泉水生产

等多个方面。地热能源梯阶利用技术以及地底裂隙水储

能逐渐建立起来[3]。开发60 ~ 100的过程当中超低温地
热供暖、热尾水与浅部地热能。一些露天温泉储存的区

域，尤其是北方地区，都不一样程度上利用地暖采暖，

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天津地暖采暖成为了我国的代表，

推动了中国北部地暖采暖的高速发展。利用地热供暖采

暖，因其清理、环境污染小、运作成本低、网络资源综

合性利用率好等优势，相互配合热泵原理，在不可再生

能源相对性紧缺、可开发地热能源的区域遭受高度关

注，收到很明显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市场前景

广阔。

3.3  中低温地热利用
在我国中超低温地热能最直接的利用主要是在地暖

采暖、医疗健康、露天温泉、洗澡、休闲度假、养殖行

业、农牧业温室种植和浇灌、工业化生产、矿泉水生产

等多个方面。地热能源梯阶利用技术以及地底裂隙水储

能逐渐建立起来。开发60 ~ 100的过程当中超低温地热供
暖、热尾水与浅部地热能。一些露天温泉储存的区域，

尤其是北方地区，都不一样程度上利用地暖采暖，获得

了很好的效果。天津地暖采暖成为了我国的代表，推动

了中国北部地暖采暖的高速发展。利用地热供暖采暖，

因其清理、环境污染小、运作成本低、网络资源综合性

利用率好等优势，相互配合热泵原理，在不可再生能源

相对性紧缺、可开发地热能源的区域遭受高度关注，收

到很明显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市场前景广阔。

4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未来发展方向

4.1  具有优质发展意识
应对空气污染及气侯变化诸行无常，进行发展趋势

方式的改变，迫不及待需要调整能源体系。在我国已经

将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准。地暖利用即

将步入里程碑式的发展机遇，地暖开发利用的最佳发展

机遇的来临。依照大家能源局相关促进地热能的相关政

策，到15年里，地热能供暖和致冷总面积已经达到了5亿
平方米，装机量天然气发电将抵达10亿千瓦，全年度利
用总数即将迎来2000万吨级的煤。到20年，地热能开发
利用会在5000万吨级的煤[4]。因此，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

利用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4.2  地热与新能源技术一体化产业链逐渐形成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地热工业生产已经成了由中国

电建集团、中国石化等各大企业为支撑的市场的需求，

持续发展的资源优势十分明显。从个人发展意识来讲，

中国电建集团已经将新兴公司中电建地热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创建为专门新能源企业，变成了以地热能知名品牌

为方位，把中国采暖制冷服务项目作为借助，借助中国

电建集团总体上下游、中上游和中下游优势，推动综合

性利用的优点将光伏和风力等新型能源的高速发展将成

为地热与新能源技术融合使用的生产制造连接。

4.3  充分发挥地热利用清洁、可持续性优点
地热利用现阶段存有的关键关键是取热效低且冷热

交替不平衡，对于这样2个问题解决需要重点借助补充 储
能技术 加强传热得多计划方案紧密结合。从总体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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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地热能开采要以“补充 地热井 储能技术”为最大容量

明确地热全面的传热能力及传热方法，如下图1所显示的
差异深层地热井相辅相成的跨季储能方式，大地热流可

持续性为深水井提供发热量。夏天应用浅部辅井开展制

冷，与此同时利用中深层次主井给辅井补热，蓄存充足

热量以确保冬季取暖要求；冬天则应用主井和辅井同步

进行采暖。据估计，该跨季储能方式可减少50%地底全面
的初项目投资。

图1 浅中深互补的跨季蓄能模式示意图

4.4  加强降低成本更高效的地热资源开采技术性
地热资源的开采与应用应掌握“因时制宜、可持续

性开采”的基本原则，需要根据地热资源特点保证开采

的方式和地热资源类型相匹配、用电环境温度与地热资

源温度相匹配、用电抗压强度与地热资源储藏量配对。

可以从两方面下手：一是产生适用多种多样地热资源和

用能方式的普适化用电计划方案，比如面对中深层次取

热不采水开采观念的闭试同轴线防水套管技术性、面对

锁水取热开采观念的单井采灌、面对无泵循环系统取热

基本原理的较长作用力散热管地暖热交换器等，完成多

种多样地热能开采方法科技的细分化、健全与融合[5]；

二是以地质构造循环系统室内空间的角度处理地热供暖

地热井技术难点，针对有地热水循环区域的地质构造需

在地热能开采的前提下保证同层、高效率、零污染地热

井，保持热储工作压力，完成采灌平衡；针对无循环系

统区域的地质构造应切实开展储集层修建，结构循环系

统室内空间，比如干热岩地质构造压裂及注浆液体等热

储更新改造提高产量技术性。与此同时重视高效率钻井

技术的开发，减少开采成本费，提升投资收益率。

4.5  具有极佳的开发经营发展趋势与足够的时间

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方案的角度看，地暖持续发展

的未来发展趋势都是非常高的。根据国家的都市化建立

而言。我们国家的大城市总建筑面积超过500亿平方米，
供暖/致冷必须超过100亿平方米，如今仅应用4亿平方米
的地热取暖及致冷，天然气发电的攒机运行内存储藏量

仅有2.78亿千瓦[6]，未来未来发展趋势极其极大。

4.6  搭建多样化产业布局，大力推广关联产业
核心产业积极与区域别的产业单位产生很强的关联

性，将自己的扩散效应传输到各个领域，从而推动全部

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这较大地表现在关联产业配套

设施上：精子活动率关联产业、时向关联产业与侧旁关

联产业。一方面应使各个部门相互之间关联，进而提升

结构加固吉林省产业链与产业网结构，各个环节紧密联

系，提升总体抗风险；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供给侧结构

的竞争优势，在每一个产业链连接点创造更多创新链，同

时将优点效用蔓延到范围更广的范畴，得益于总体地区。

结束语：综上所述，地热能属于一种可再生资源，

常见的分成三类，各是浅部地热能、水热型和干热岩型

地热能。地热能的特点就是储藏量大、遍布范畴比较

大、翠绿色清理、环保低碳、可靠性强和稳定性好。因

而，对地热能进行合理开发运用不但在能源体系的变

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空气指数的变化方面具有极为重要

的实践与理论实际意义，并且也可以带动新起产业的高

速发展，进一步促就业。在我国拥有丰富的地热能源，

因而，地热能在国内的市场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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