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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发起”天津地热会战
专家讲述天津地热事业发展历程创造数项全国第一

遗憾的是，李四光并没有等到天
津地热会战的结果。侯福志介绍说，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去世，家人
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在他的衣服口袋
里有不少写着待办事情的小纸条，其
中就有对天津地热事业的一些设想。

这次全国最早开展的“地热大会
战”，天津受到了全国的瞩目，也取得
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

在一份公开资料中显示，截至
2021年，天津先后完成勘查项目 20

余项，包括王兰庄、山岭子、滨海、武
清、万家码头、宁河-汉沽、潘庄-芦
台、周良庄8个地热田及其他多个地
区地热勘查，勘查面积占南部平原区
总面积的66%，最大地热井勘查深度
达 4512. 49米。

尤其是天津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
在全国率先开展，年可利用量17.48亿
吉焦。其中，实施的“调查先行、规划
跟进、工程示范、监测到位、政策保障”
被称为“天津模式”在全国推广。

天津的地热资源有多丰厚？
2022 年发布实施的《天津市矿

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中，数
据显示，天津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南
部平原区，4000 米深度范围内分布
6 个 热 储 层 ，地 热 资 源 可 采 量 为
4.96 亿立方米/年，相当于 297 万吨
标准煤。其中主力开采热储（馆陶组
和雾迷山组）在回灌条件下地热资源
可采量为 1.64 亿立方米/年。

侯福志列举数字说，地热能在天
津广泛应用于居民供暖、温泉康养、
农业种植养殖等国计民生中，“2023
年，全市地热开采井 318 个，供热总
面积 4231 万平方米，约占全市集中
供暖面积的7%。”

天津更是中国地热开发规模最
大、利用模式最多的城市。侯福志
说，天津市是全国唯一的集“中国温
泉之都”（天津市）、“中国温泉之城”

（京津新城、团泊新城）、“中国温泉之
乡”（东丽湖温泉旅游度假区）为一体
的城市。

今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当地奥运村采用了地源热泵系统降温，该系统

使用的主要是地热能，国际能源署也建议，国际社会应当更好利用地热

能。作为天津市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重点能源配套项目，天津奥

体中心体育场（“水滴”），就是采用地热井供热为其运动场提供热源。

底蕴深厚——天津地热资源丰富，是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发源

地，在勘探和开发利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多个全国第一。未来，天津的地

热发展也是前景广阔。

今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奥运村采用
了地源热泵系统降温。在天津，奥体中
心“水滴”，是天津市承办2008年北京奥
运会的重要场馆，也是利用地热资源的
典型项目。

侯福志简述，该项目采用两采一灌
的方式，利用地热井供热为其运动场提
供热源，“自2008年建成运行距今超过
15年，系统运行平稳，地热井工况良好，
该项目也是市级重点地热工程。”

此外，2011年，天津在文化中心建
立的能源站，包括16对水源井、3789个
地埋孔，为近100万平方米的建筑提供
冷热源，这是天津市目前体量最大的一
个综合能源站建设工作。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天津就
提出回灌对于地热资源的保护，这又为
天津创下一个全国第一：最早开展地热
回灌研究及实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
保护成就最显著。侯福志以数据说话，
天津市从1990年开始进行地热回灌研
究，陆续实现了基岩（蓟县系雾迷山组）、
新近系馆陶组地热回灌技术的突破，近
五年来，天津市主要开发利用的热储层
馆陶组和雾迷山组，热储水位从下降幅
度逐渐减小转为局部水位开始小幅度回
升至大部分区域快速回升。

天津市东丽湖地热公司建成了国内
第一座“地表水-地热回灌示范站”，每年
可增加回灌补给量约120万立方米；龙

达生态温泉城正在开展“天津市滨海新
区龙达生态城地表水回灌技术工程研
究”，为实现温泉开发系统热储的平衡开
辟新的路径。

水质监测方面，天津各主要热储层地
热流体化学性质比较稳定，除有一定波动
外，主要离子含量并没有因人为开采或回
灌而发生明显变化。“在开发中保护，在保
护中开发”的宗旨，让天津在地热方面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越来越宽广。
收益也是可见的。地热用于温泉康

养，促进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温泉度假已
成为天津文旅特色之一。此外，2016-
2023年累计开发地热资源量3.89亿万
立方米，折合标煤238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927万吨。以2022年为例，天津
地热开发利用以水热型供暖为主，约占
全市集中供暖面积的7.5%，可替代天然
气 2.77 亿立方米，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11.66亿元。

天津地热的管理体系、规划发展等，
都是全国第一。天津还为国内多个省市
找到了地热资源，又与国际上的技术强
国深度合作交流，获得了“世界地热看中
国，中国地热看天津”的美誉。

“这是几代天津地热人不断开拓、前
行的努力。”侯福志在接受采访时说，天
津地热事业前景广阔，彰显着城市的综
合实力。 新报记者单炜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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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第十四届全国地热大会已
于昨日在济南开幕。在今日上午的主
旨报告环节，天津市规划资源局地质
矿产处处长、著名文史专家侯福志，
受邀作主题发言。接受新报记者独家
专访，侯福志讲述天津地热资源的相
关开发利用历程时介绍，康熙二十一
年（1682）完成的《畿辅通志》中，就已
经有对天津地区地热温泉的记载了。

《畿辅通志》所记载：“蓟县温泉，
在蓟县之笄头山，浴之能治百病。”侯
福志介绍说，中国地学前辈章鸿钊先
生，在 1926年编写《中国温泉辑要》
时，曾对温泉分布与地质构造关系进
行了分析，这些记载却长时期被忽
略。即便在1936年，老西开开凿成功
的中国第一口自流温泉井，天津的地
热资源也未受到足够的开发利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地质工作
者发现陈塘庄一带的深水井，水温比
同深度的井温高出3—5℃。六十年
代中期，地质部河北省水文队提出在
天津市区及郊区存在两个地热带的认
识。1969年国庆前夕，天津建设局提
交《天津市地热资源分布规律及使用
价值》报告。

报告中举例，红旗养鸭场综合利

用地热水，用于屋内采暖，还用于蒸
发、孵化、暖窖等环节的同时，原先拔
毛车间工人因长期热水作业，导致手
腕溃烂成职业病，“用地热水后，职业
病痊愈了。消息传开后，一些患有皮
肤病、关节炎的人就去那里洗澡，养鸭
场成了‘医院’。”侯福志说，当时的河北
宾馆利用院内开凿的52℃地热井，直接
替换了宾馆洗澡用水。

转年，天津建设局地质工程师张清
芝的《我市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大有可
为》，在送到北京后，引起了时任国家
教科文组组长的李四光极大兴趣。

1970年10月，81岁的李四光随即
到天津考察。李四光在参观了红旗鸭
场的养鸭车间和温室大棚后指出，天津
利用中低温地热，从事温室种植、家禽
养殖、居民洗浴和冬季供暖，是一件前
无古人的事业，具有开辟道路的意义。

11月，李四光在北京听取地热组汇
报天津工作，提出“首先的任务是，几个
单位合起来集中摸摸底。”“在天津打开
一个缺口，不仅是天津的大事，也是全国
的大事。”

12 月，天津成立“地热会战指挥
部”，并相继开展了重力勘测、地温测
量、钻井勘探、开发利用试验等工作。

养鸭场变成“医院”

“天津模式”在全国推广

“水滴”用上地热资源

▼“中国温泉
之都”石碑。

摄影王英浩

◀周良庄地热
井放喷现场，第一
眼勘探井自流量达
每小时 340 立方
米，温度113℃，是
天津市最好的地热
田之一。

在东丽湖建成的国内第一座“地
表水-地热回灌示范站”，每年可增加
回灌补给量约120万立方米。

操作中的地热钻机。

宝坻温泉城秋冬景象（资料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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