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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热型地热田地热地质勘查评价的流程、阶段、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不同勘查阶段水热型地热田地热地质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615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NB/T 10097 地热能术语 

NB/T 10264 地热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规范 

NB/T 10263 地热储层评价方法 

NB/T 10269 地热测井技术规范 

NB/T 10268 地热井录井技术规范 

3 地热田类型 

依据地热田控热机制、热储分布特征不同可分为受断裂构造控制的带状地热田和受沉积控制的层状

地热田。 

4 勘查程序 

地热田地热地质勘查根据勘查对象、任务及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地热资源调查、预可行性勘查、可

行性勘查、开采四个阶段。大、中型地热田地热地质勘查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对于地质资料丰富、

地下研究比较成熟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直接进行预可行性勘查或可行性勘查阶段。 

4.1 地热田地质调查阶段 

地热田调查阶段系指通过区域地质资料分析、地面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等非探

井手段对调查区形成的地质条件进行分析，预测地热资源远景资源量，提交地热资源调查报告或开发利

用前景分析报告，确定可进行预可行性勘查的重点工作区域，为政府或企业地热勘查工作部署提供依据。

主要工作包括如下内容： 

a)收集整理已有的地质勘查研究成果，分析区域地质背景和构造格局； 

b)收集和解译航卫片图像地质解译，分析调查区基本地质特征、断裂和天然温泉露头分布情况； 

c)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和典型露头样品测试分析，分析和推测地下岩层类型、热储特征、断裂及岩浆

活动，初步分析地热资源形成地质条件。 

d)收集和分析已有的地球物理勘探资料、地球化学、钻井勘探资料，结合航卫片解译、露头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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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圈定分析调查区勘查前景，初步预测地热田的分布及成因类型。 

e)依据盆地大小、热储厚度、露头温泉等信息通过类比，初步预测调查区远景资源量，确定预可行

性勘查的重点工作区域。 

4.2 地热田预可行性勘查阶段 

地热田预可行性勘查阶段系指从优选出有利区开始到钻井获得工业型地热资源的全过程，勘查的对

象是通过地质调查阶段确定的有利区，任务是证实及发现地热田，初步确定地热田可能的分布范围和资

源潜力，提交地热田预测资源量，确定可行性勘查范围。主要工作包括如下内容： 

a)收集整理地热田地质调查阶段的勘查成果，对确定的地热资源分布有利区开展详细地质调查，系

统开展重力、磁法、电法、地震等地球物理勘查和地球化学勘查工作。 

b)对地球物理勘查及地球化学勘查进行处理和解译，初步查明深部地质热结构、控热构造、深大断

裂分布和有利区地下地层特征、构造分布、岩浆活动、地温异常区域，对于有温泉露头区域和有油气探

采井的区域应对流体的排放量、温度、物理性质、化学性质进行分析，初步圈定地热田可能的分布范围，

初步明确地热田的类型，优选出有利的钻探目标。 

c)逐步对钻探目标进行钻井施工，开展测井、录井、试水等工作，取全、取准地下热储及流体地质

资料，开展单井评价，证实地热田是否存在，落实单井热储的埋藏深度、温度、岩性、物性、电性、厚

度、地层压力和流体性质，测试单井产能和井口温度。 

d)利用少量探井勘查成果检验和修正地球物理勘探资料，结合露头及探井测试分析化验数据，初步

查明地热系统成因、储层空间展布、岩性特征、物性变化规律、温度分布和流体特征进行初步预测，初

步确定地热田成因类型和可能分布范围。 

e)利用地球物理资料、地热探井或油气探井等钻探资料，采用类比、体积法对地热田资源潜力进行

预测，确定有利的分布区域，提交地热田预测资源量，分析开发利用前景，提交地热田预可行性勘查报

告，为开展地热田可行性勘查提供依据。 

4.3 地热田可行性勘查阶段 

地热田可行性勘查阶段系指从钻井发现地热田开始到探明地热田的全过程。勘查的对象是经过探井

证实具有开采利用价值的地热田，任务主要是确定地热田分布范围和资源潜力，提交地热资源探明资源

量，设计开采开发方案。主要工作包括如下内容： 

a)加强地热田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勘查程度，联合钻探资料进行综合解译，初步查明地热田边界和

热储空间分布特征，开展评价井部署。 

b)实施评价井钻探，开展测井、录井、试水等工作，取全、取准地下热储及流体地质资料，开展单

井评价，进一步检验和校正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解译成果，查明地热田边界。 

c)开展地热单井评价、生产测试和群井测试，分析地下热储连通、井间干扰和流体动力场变化，测

试单井产能、流体温度、流体性质，初步确定合理的布井方案和生产制度。 

d)综合物探、化探、钻井、录井、测井、试水和分析化验资料进行地热田系统研究，进一步分析控

热地质结构、断裂的分布、岩浆活动、地层分布、地热田的成因，预测地温场的分布和地层温度、地温

梯度、大地热流等参数的变化规律，进一步确定热储的成因和岩性、储集空间、电性、物性、地层压力

等特征，分析地热流体性质、补给通道和成因机制，确定盖层、热流及流体通道等地热系统构成要素及

发育特征，建立地热系统的地质概念模型。 

e)利用评价井钻探成果，获取地热田评价关键参数，采用热储法、类比法对地热田资源潜力进行评

价，提交地热田地质资源探明资源量、地热流体探明资源量，预测地质资源及流体开采资源量，确定地

热田地热资源及地热流体地下分布特征，设计地热田开采及开发方案，提交地热田可行性勘查评价报告，

为开展地热田开采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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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地热田开采阶段 

地热田开采阶段系指从地热田进入规模化开发后，基于开发井资料对地热田进行精细地质描述的全

过程。勘查的对象是已经开发的地热田，任务主要是开展动态监测，开展热储三维地质建模和采灌数值

模拟工作，优化开发方案，为地热田高效开发和综合利用提供依据。主要工作包括如下内容： 

a)根据地面地热资源利用需求、地热田地热资源分布特征和可行性勘查阶段设计的开发开采方案进

行地热开采井规模化部署，系统开展单井评价、测试和群井测试工作，取全、取准钻井、录井、测井和

流体井口温度、压力、产能数据。 

b)综合地热田已有的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查、钻井勘查数据和可行性勘查阶段的研究成果，详细

查明确定地层发育特征、断裂分布、地热系统构成和热储的温度、岩性、厚度、空间分布、物性，建立

准确的热储三维地质模型，应根据新钻井的资料对模型进行持续检验和校正。 

c)对地热开采井应开展井下和地面长期监测工作，井下监测包括不同热储的温度、压力变化，地面

监测包括井口流体产能、温度、压力、水质变化，建立渗流模型和地球化学模型。 

d)依据地热储层特征和地热田开发的实际需要，应及时开展回灌实验研究，利用群井和地球物理勘

查资料开展精细地质描述，分析热储连通状况、温度和压力分布规律，确定回灌的层位、回灌井的布局

和合理的采灌强度。 

e)利用地热田地热地质勘查、群井动态监测、采灌试验数据和已建立的地热田热储三维地质模型开

展采灌数值模拟工作，分析地下温度场、压力场、流体长变化，优化地热田开采方案，保持地热田可持

续发展。 

f)利用开采井校正的地热田三维地质模型对地热田进行滚动勘查，精细确定热储各项参数三维空间

分布规律，采用数值法、解析法、统计分析法和热储法进一步检验和修正地热田地质资源、地热流体探

明资源量和可采资源量，评价地热流体的性质，制定地热田综合利用方案。 

5 资料收集及准备 

在进行地热田勘查时，建议尽可能收集已有的区域地质勘查数据及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自然地理概况，包括地理位置、交通网络、行政区划、地形地貌、气象水文等。 

b)区域地质资料，包括构造背景、演化历史、岩浆活动等。 

c)地球物理勘探资料，包括重、磁、电勘探资料和人工地震勘探资料等。 

c)构造资料，主要包括构造格局、断裂分布、层面埋深资料等。 

d)沉积资料，主要包括沉积背景、沉积层序、沉积格局、岩相、沉积相等数据和资料。 

e)水文地质资料，包括区域含水层分布、化学特征等。 

f)已经探井资料，包括井位、岩心、测井、录井、试油（气、水）、分析化验等数据和资料等。 

g)已有地热井资料，包括井位、岩心、测井、试水、产能、温度、分析化验等数据和资料等。 

h)已有研究成果，包括相关的典型研究成果和地热方面的研究成果及数据资料等。 

6 勘查的技术手段 

地热田地热地质勘查必须在充分利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遵循成本由低到高的原则，先进行航卫片

解译、野外地质调查，再进行地球化学勘查、地球物理勘查，最后采用钻探的方法，没有综合地质研究，

不允许盲目开展钻探工作。 

6.1 航卫片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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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航卫片解译可判断地热地质勘查区地貌形态、地层岩性、断裂分布地质构造基本轮廓及隐伏构

造，分析地表温泉、泉群、地热溢出带和地表热显示的位置，初步预测地表热异常的分布范围。不同勘

查阶段地质调查工作按照GB11615-2010中7.1条进行。 

6.2 野外地质调查 

应在航卫片、地质图和区域地质调查等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地下岩层露头、出露温泉进行实地调

查，分析地热田形成的地质条件，获取典型的岩石及地热水样品，为实验室分析和室内研究奠定基础。

不同勘查阶段地质调查工作按照GB11615-2010中6.2.1条和7.2条进行。 

6.3 地球化学勘查 

对勘查区的出露温泉、已有钻井，选择代表性的地热流体、岩样做地球化学分析，推测深部热储温

度，分析地热流体成因及演化历史，评价地热流体质量。不同勘查阶段地球化学勘查工作按照

GB11615-2010中7.3条进行。 

6.4 地球物理勘查 

地热地球物理勘查包括电法勘探、重力勘探、磁法勘探、地震勘探等，主要任务是确定热储的分布

深度、范围，分析深部的断裂分布和地质结构，确定地热田类型及形成地质条件。不同勘查阶段地热地

球物理勘查工作按照NB/T 10264-2019标准进行。 

6.5 地热钻探 

地热钻探的主要任务是查明地热田地层结构、地质构造、热储特征和分布规律，获取代表性样品和

和参数，为下一步勘查或评价奠定基础。不同勘查阶段地热钻探按照GB11615-2010中7.5条和7.6条进行，

测井、录井应按照NB/T10269-2019、NB/T10268-2019标准进行。 

7 地热田评价 

7.1 评价的深度 

评价深度应满足如下条件： 

a)热储地层温度不低于25℃。 

b)热储埋深不超过4000m。 

7.2 地热资源量评价 

地热田根据类型不一样和勘查的程度不一样，宜采用不同的资源量评价方法，具体见GB11615-2010

附录C部分。建议的评价方法有体积法、自然放热量法和类比法。 

7.2.1 体积法 

该方法适用于勘查程度较高、可以预测热储分布特征的地热田资源量预测。 

7.2.1.1 计算方法 

地热资源量计算应分别计算出热储中的总热量、地热流体的量、地热流体热量及其可采地热量。计

算公式如下： 

a)地热资源总量 
0( )Q C A H T T= ⋅ ⋅ ⋅ −                                                        （1） 

φρφρ ⋅⋅+−⋅⋅= wwrr CCC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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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地热资源量（J）； 
C——热储岩石和水的平均比热容[J/(kg·℃)]； 

φρφρ ⋅⋅+−⋅⋅= wwrr CCC ）（1 ； 
rρ 、 wρ 分别为岩石和水的密度（kg/m3）； 
rC 、 wC 分别为岩和水的比热(J/kg·℃)； 

φ为岩石的孔隙度(%)； 
A ——热储面积(m2)； 
H ——热储厚度(m)； 
T ——热储温度(℃)； 
T0——起算温度(℃)。 

b)地热水资源量 
AW H φ= ⋅ ⋅                                                               （3） 

式中： 
W——热储层中的地热水资源量(m3)； 
其他字符意义与式（1）、（2）相同。 
c)地热流体热量 

0( )Q C A H T Tρ φ= ⋅ ⋅ ⋅ ⋅ ⋅ −w w w
                                               （4） 

式中： 
wQ ——热储层中的地热流体热量（J）； 

其他字符意义与式（1）、（2）相同。 
d)可采地热量 
 Qwe=Re×Qw                                                               （5） 
式中： 

weQ ——地热资源可采量（J）； 
Re——可采系数 

7.2.1.2 计算参数 

体积法计算参数确定方法如下： 

a）岩石和水的密度建议由实验室测试获得，若初期数据较少时可采用 GB/T11615-2010附录 C中表

C.1 中经验值。 

b）岩石和水的比热建议由实验室测试获得，若初期数据较少时可采用 GB/T11615-2010附录 C中表

C.1 中经验值。 

c）孔隙型热储孔隙度可由实验室测试获得，也可用测井资料解释获得；裂隙型热储孔隙度可以通

过实验室测试、测井解释、抽水试验及比拟法求得。 

d）热储面积由渗透率不小于 1×10-3μm2、温度不小于 25℃的渗透性储层确定；调查阶段探井资料

缺少时可用物探资料估算，探井资料较多时应用探井资料、物探资料和地质理论相结合圈定热储面积。 

e）热储厚度调查阶段探井资料缺少时可用物探资料估算，探井资料较多时应用测井解释或录井成

果确定单井的热储厚度，井间宜通过地震和沉积相约束下的井间插值获得厚度数据，单层热储厚度起算

下限宜为 1m。 

f）热储温度在有钻孔揭露热储时可以直接测量获得，钻孔条件不具备时可以通过地温梯度推算和

地球化学温标计算获得（见 GB11615-2010 附录 A）。 

g）起算温度取当地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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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地表热流量法 

该方法适用于勘查程度较低、地表有温泉出露的带状地热田地热资源量预测时使用。 

7.2.2.1 计算方法 

地热田向外散发的热量可用下式计算： 

Q=ptt=(p1+p2)t                                                    (6) 
式中： 
Q——定时间段散发的热量(J)； 
pt——单位时间内地热田散发的热量(W)； 
P1——单位时间内通过岩石传导散发到空气中的热量(W)； 
p2——单位时间内温泉、热泉和喷气孔等散发的热量(W)； 
t——计算时间段（s）. 

7.2.2.2 计算参数 

地表热流量法计算参数确定方法如下： 

a)通过岩石传导散发到空气中的热量可以依据大地热流值的测定来估算； 
b)温泉、热泉和喷气孔等散发的热量可根据全的流量和温度来进行估算； 
c)计算时间段建议以 1 年（31536000 秒 s）进行计算。 

7.2.3 类比法 

该方法可用于勘查程度比较低地质调查阶段估算资源量，利用勘查程度已知地热田的地热资源量来

推算地质条件相似的、勘查程度比较低的地热田地热资源量；该方法还可以用于勘查程度较高的阶段，

用同一地热田已知地热资源量部分来推算其他部分的地热资源量。 

该方法宜在勘查程度比较低的地热田地质调查阶段使用，既可用于层状地热田估算资源量，又可用

于带状地热田估算资源量。 

7.2.3.1 计算方法 

地热资源量可用下式进行估算： 

mQ Q γ= ⋅                                                    (7) 

式中： 
Q——预测目标区的地热资源量(J)； 
Qm——已知目标区的地热资源量(J)； 
γ——类比系数，无量纲数据。 

7.2.3.2 计算方法 

类比系数可通过对比预测目标区、已知目标区储层的面积、厚度、温度或温度等参数综合获得。 

7.3 地热流体质量评价 

地热流体质量评价应按照GB11615-2010第9章进行。 

7.4 地热田开发利用评价 

地热田开发利用评价应按照GB11615-2010第10章进行。 

8 勘查管理、资料整理、报告编写要求 

8.1 勘查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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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地热田地热地质勘查应根据资源勘查的相关法规报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每一个阶

段勘查阶段的工作设计应经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审定后方可实施。 

8.1.2 地热田每个阶段勘查工作完成后，应及时进行资料归档整理和编写与阶段相适应的勘查报告，

按要求提交主管部门审查、验收和存档。 

8.1.3 地热井使用单位应该按照 GB11615-2010第 7章第 8条要求安装地热动态监测设备，及时向地热

资源主管部门或委托组织提交监测数据，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对地热井监测系统、监测数据质量进行核

查，对不配合进行监测的使用单位可暂停其使用权。 

8.1.4 县级或市级地热主管部门应根据所辖区域内地热资源勘查情况，委托相关组织和机构建立勘查

数据管理系统，对勘查实施单位提交野外地质调查、地球化学勘查、地球物理勘查、地热钻探等勘查原

始数据、研究成果、阶段勘查报告和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妥善保管，以供科学研究使用。 

8.2 资料整理要求 

地热田地热地质勘查资料整理按照GB11615-2010中11.1条执行。 

8.3 报告编写要求 

地热田地热地质勘查报告编写按照GB11615-2010中11.2条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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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分别规定了体积法、自然放热量法和类比法三种资源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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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产权专利等涉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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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规范作为行业推荐性标准。 

10.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11.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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