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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牛驼镇地热田——来自地球深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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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有效缓解冬天因供暖燃烧煤碳所引起的雾霾污染，有效清洁空气污染，探索寻求一种干净卫生、没

有污染的清洁能源就成了当下政府和环保部门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地热因其储藏丰富、清洁干净、可循环利用

的特点深受人们的推崇。本文以科普的形式就雄安新区的牛驼镇地热田的地质特征、开发利用历史及未来前景进行

论述，希望以雄安新区“雄县无烟城”模式为起点，为有效利用地热清洁无污染资源提供很好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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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 年，中央决定将河北雄安设立为雄安新区。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雄安新区建设提出的相关建议中，首

要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保护雄安生态环境不受破坏，

努力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发展新城，建构绿色环保

低碳新区。

近年来，一个制约京津冀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生

态问题——雾霾，已成为了人们心中难言的“隐痛”。

也是京津冀地区政府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京津冀形成

雾霾的原因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散煤燃烧污染。

京津冀地区属于北方地区，漫长的冬季，气候寒冷，需

要开启城市供暖系统，才能让京津冀地区的人民过上一

个暖和的冬天。而城市供暖系统离不开燃煤供给，尤其

散煤燃烧排出的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则是形成雾霾

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何有效的治理燃煤污染，改善空气

质量，还京津冀地区人民一片广阔蓝天，则是需要政府

及环保部门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目前，解决燃煤污染

最有效的办法则是推行清洁的取暖技术在京津冀地区乃

至整个北方地区供暖系统的应用。

何谓清洁取暖技术？ 2017 年，国家发改委对外发

布了发布了我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规划，指出清洁取暖

就是充分利用天然气、电地热、生态物质、太阳能、工

业余热、超低排放燃煤以及核能等清洁化能源技术。在

京津冀地区采取清洁化能源来供暖，以减少污染物的排

放和清洁能源消耗为宗旨，优化取暖过程，牵涉到清洁

能源、热网及节能建筑等各个环节，都要以清洁环保、

节能降消耗为最终目标。

目前，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清洁供暖面积约为 8 亿

平方米，其中地热供暖是主要的供暖方式，在可再生能

源占比中超过了 60%。地热能在京津冀地区分布广，

储量大，开采条件相对较好，，清洁环保，而且稳定可

靠高，深受政府和人民欢迎，可以充分利用地热资源实

现有效供暖或分散式供暖。

雄安新区位于冀中平原中部，有丰富的地热资源。

其中华北地区就有 3 个著名地热田，而以牛驼镇地热田

开发利用率最高。本文就是要牛驼镇地热田为科普对象，

通过探索它的地热条件、开发历史及开发前景，通过阐

述“地热”这种清洁能源的有效性及作用，希望给更多

的清洁能源研究者以借鉴和参考，吸引更多的民众支持

这种清洁能源应用，将这份来自地球深处的“热情”温

暖我们寒冷的冬天，还我们一片碧水蓝天。

1 牛驼镇地热田概况
1.1 地理位置

牛驼镇地热田地理位置很好，分布在京津保经济发

展腹地。地热田呈东北方向，像一个胖胖的婴儿睡卧于

冀中平原中部（见图 1）。牛驼镇地热田面积约为 600

平方公里，行政区域跨越好几个地市，包括雄县、永清

县、固安县以及霸州市。这片地热田储热量大、分布范

围广、埋藏浅，温度高，水质也很好，是一片非常优良

的天然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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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雄安新区及牛驼镇地热田地理位置图

1.2 勘查开发历史

1960 年代，随着华北地区石油的勘探开发，在河

北冀中平原的牛驼镇发现了这片地方的地表层蕴藏着丰

富的地热水。

1973 年，石油勘探队在雄县大营镇的文家营村南

开挖了一号井，此井是石油勘探用井。在深度为 528 米

的地方，测试出了有热水的地热井。井口温度约为 73 度，

日产热水量为 416 立方米。

在这个重大发现之下，石油勘探队又在这片地方及

周边钻探了二十多口地热水井。这在当时对石油勘探队

来说即是好事又很矛盾。大量涌入井里的热水对石油勘

探是非常不利的，但这样高温的地热水又是一种可以利

用的藏于地球深部的天然资源，可以为国家所应用。

1970 年代，牛驼镇地热田区域内的人民提前享受

了这片来自土地深处的天然“馈赠”的礼物。他们利用

地热水洗浴，建造极其简易的温泉浴池。然后利用地热

水建造小型温室来种蔬菜瓜果。处于这片区域中心位置

的雄县是最先应用这片地热水的。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雄县就有 4 口地热井，每日出热水量达到了 2000 多立

方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牛驼镇地热田在经过八年的

详细勘查后，大致弄清了这片区域的地质条件、地温区

域特点，以及水文地理条件，为后来的开采利用奠定了

基础。1985 年，雄县地热被列入国家科委的“七五”计划。

随后，国家地矿部和石油部门合作，先后又开凿了 9 口

地热井，这样，地热的应用惠及到了各行各业以及人民

生活的方方面面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雄县又开挖了 13 口地

热井，但对蕴藏在地底的地热田并未作系统研究。直到

2005 年，雄县人民政府认识到了这片天然清洁能源的

有效应用能对雄县经济发展和节约能源降低消耗方面起

到重大作用，才重新将这片地热田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列

入政府规划，让雄县牛驼镇地热田地热资源的开发应用

逐步走上正规化发展道路。

2009 年，中石化绿源公司进驻雄县，与雄县政府

签订了地热资源开发合作协议。中石化绿源公司在这片

“热土”开始了地热资源的规模开发应用。这片地热资

源被广泛应用到城区地热供暖、乡村种殖养殖、旅游度

假区温泉洗浴、城区饮用水及医院医疗等方面。

其中最主要的是地热供暖，地热供暖惠及雄县全城

区，首次实现了冬天供暖“无烟城”，被称为“雄县模

式”。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很大肯定。这是政府与企业合

作开发的最佳合作模式，对地热能源做到了合理开发，

采灌平衡，取热不取水，有效保护了这片天然资源的可

持续性。

雄安新区成立后，政府大力要求在建设中高效开发

应用地热资源，努力提升地热勘探开发程度，有效提高

地热应用水平。这种“雄县模式”要升级到地热高质开

发利用的“雄安模式”，为我国地热能源的开发提供更

好的借鉴作用。

2 地热地质条件
2.1 基础地质条件

牛驼镇地热田的主体部分向上突起，隐伏地下的潜

山顶面为弯曲形状的腰带形。地热田的上部为新生界的

松散层和砂岩层，下伏地层为奥陶系、寒武系、青白口

系、蓟县系碳酸盐岩及太古界（图 2）。

2.2 地温场特征

图 2  牛驼镇地热田开发模式图

地热田新生界地温梯度分面状况与下层基岩的凸

起状况一致，两边地温梯度小，向中心轴部逐渐升高。

地热盖层主要通过以热传导的形式传送热量，热储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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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对流的形式传送热量。地热田储层热能对流力量强，

利于地下水加热和热量传送。这样有利的地质条件为也

和地下热水的回灌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并且盖层保

温效果十分好，有利于热量的有效储存。

2.3 热储特征

（1）明化镇组热储

明化镇组热储在雄县全区都有分布，顶板埋藏深度

约为 381-475 米，地层沉积厚度约为 135-655 米。热

储岩由细砂岩层、中砂岩层及粉砂岩层组成。热储厚度

在凸起顶部很薄，均匀向四围增厚。明化镇组热储埋得

较浅，水质优良，温度也较低，除氟稍有超标外，符合

饮用水标准，是雄县地热目前的后备用源地，受到政府

保护，不允许开采地热。

（2）馆陶组热储

馆陶组热储埋藏于地热田东部边缘，底面深度约为

1200-1390 米，地层厚度约为 270-470 米，温度不高。

目前，馆陶组热储是牛驼镇地热田的主要开发砂岩孔隙

型热储。

（3）基岩热储

基岩指新生代之前形成的地层，牛驼镇地热田的

4000 米以浅的主力基岩热储为蓟县系的雾迷山组和高

于庄组的碳酸盐岩。蓟县系雾迷山组在构造凸起部位顶

板埋深最浅约为 600 米，向凸起两侧埋深加大，是当前

地热田地热地质条件最好的热储层，开发利用程度最高。

高于庄组热储也分布较广，但因为埋深大，现在不作为

主要的开发利用热储层。

3 开发潜力与展望
经过初步探测，牛驼镇地热田的地热储能丰富，初

步估算 5000 米以内的热储的能量全部如果开发利用，

理论上可以节省大约约为 300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

约 7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降低降低二氧化硫排放约为 5

亿吨，降低浮尘排放量约为 2.5 亿吨，降低煤渣排入量

约为 0.3 亿吨。将大大降低冬季燃煤造成的环境污染。

如果将这些地热能量有效开发和利用，将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因燃煤所带来的重污染，可以有效借鉴“雄县无烟

城”优良模式。

目前，根据牛驼镇地热田地热资源空间分布特点，

地热资源由浅部向深部呈上升趋势，目前主要在对地热

田两千米以上的馆陶组和蓟县系雾迷山组上部的热储水

源在进行开发利用，而深度大于两千米的蓟县系热源尚

未大幅度开发，其热储资源丰富，未来潜力巨大。随着

地热地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深部地热储层的清

洁能源将成为未来开发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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