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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热资源勘查取得辉煌业绩

 初冬虽至，内蒙古却没有以往的寒意。呼和浩特毕克齐南恰台吉村地热井施工现场热闹非凡，由内蒙古地勘基金出
资，内蒙古地矿局所属地勘七院具体实施的毕克齐地区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项目成功成井出水，取得骄人成果。该
井井深2400米，出水温度达到64摄氏度，通过对该井地热水取样分析，比照医疗热矿泉水标准，偏硅酸达到有医疗价
值浓度和矿水浓度，氟达到矿水浓度，可命名为氟水。

 无数个日夜的努力终于在这一刻看到了希望，迎来了曙光。有关专家论证认为：该井水量大、水温高、水质好，是
近年来地热勘查发现最好、最理想的自流井，充分体现了内蒙古地热地质勘查技术已走向成熟。

 而这，只不过是内蒙古地矿局近年来潜心研究地热资源勘查取得的辉煌业绩中的“惊鸿一瞥”。

 毕克齐地区探出高产地热水

 距离呼和浩特西约35千米处的毕克齐镇，是西部地区主要的卫星城市之一，也是抗日根据地红色旅游示范区。目前
，内蒙古地勘七院在该镇北什轴乡恰台吉村施工的地热勘查井地热水自流量为每天1500立方米，水头高出地表约40米
；抽水试验降深40.3米，稳定产量为每天2784立方米。

 项目负责人杨子龙告诉记者，该井稳定产量大、水温高，具有重大的开发利用价值。该井成功出水，进一步证明呼
包平原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开采潜力巨大。开发利用地热资源，有利于哈达门高原牧场旅游区、五道沟农家乐民
俗旅游区、阿拉坦汗义子恰台吉封地、古刹喇嘛洞召等地区的养生、休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将为内蒙古呼包鄂经
济圈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根据对该井单井地热流体产能和年利用热能初步估算：按照所做最大降深40.3米抽水试验出水量2784.0立方米/日计
算，其单井产能7620千瓦。以年开采300天计算，每年可利用热能1.98×108兆焦，相当于6758吨标准煤。

 采访中，恰台吉村一位姓刘的老乡告诉记者，现在村子里每家每户院里都有一口水井，但井水又咸又涩，只能凑合
给家里养的牲畜喝，人饮水需要跑很远的路去拉。“这下可好了，村里来了地质队员，找到了地热水，这是造福后代
的好事啊。”

 毕克齐这眼地热井水量大、水温高，作为技术负责，杨子龙是第一个高兴的人。“当地10月中旬气温转凉，正赶上
寒流，气温已然降到零下，当时我拿着试验瓶在井口接水测温，手上被烫了好几处。最难的是在同位素试验取样时，
容器要漫过水面，让水自流进去，而且容器里不允许有空气，这就意味着所有工序要在水中完成。直到同位素样品取
完，我才发觉自己手上烫起了一层皮，稍稍松一口气接着取，这个过程更痛苦，因为浅层水的水温很低，刚才还是60
多度的热水一下子降到3~5度左右，试验结束时，手上已失去知觉，只剩下苦笑了。”回忆起这件事，他记忆犹新。

 “作为一名水文地质工作者，每次看到老乡家里矿化度极高的水，再看看他们期待的眼神，心里就像长出了一道坎
，但更多的是增添了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心。”杨子龙说。

 在地热空白区找地热

 内蒙古是严重缺水地区，很多地方为能够打出一眼供百姓生活的井水都很不容易，要在这样的地区找出地热资源，
其难度可想而知。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近年来，国家开始大力倡导及推广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地
热资源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随着其开发利用技术的日益成熟，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日趋显著，自然也成为了目
前新能源大家族中最为现实且最具竞争力的成员之一。

 据资料记载，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启动了较为系统的地热资源普查勘探工作，但是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地
热资源利用占比不足0.2%，而且大部分地热井的钻探初衷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热能利用效率低、资源浪费
严重，更无从谈及能源化和产业化开发。

 而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内蒙古，地热资源的勘查开发与其他相邻省区相比起步更晚。1999年，内蒙古地矿局在
呼和浩特市成功钻探出第一眼地热井，开启了内蒙古地质勘查向地热资源进军的大幕。该井混合自流量110立方米／
日以上，自流井孔口温度达50摄氏度。为综合利用地热资源，2003年，该局投资3000多万元筹建了水月城温泉大厦，
成为目前呼和浩特唯一一处最大的集休闲、洗浴、温泉理疗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地热矿泉洗浴理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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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来，在国土资源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土资源厅诸多领导和专家的关怀支持下，内蒙古地区的地热
勘探开发利用工作蓬勃发展，不仅在地热资源勘查、地热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同时形成的一大批重要
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内蒙古地矿集团总工程师赵士宝介绍说，目前开展的这些地热普查项目基本上都在空白区，但通过地质人员的艰辛
的付出、攻克难关，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仅2015、2016两年，在地勘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内蒙古地矿局在自治区境内
开展了大量的地热资源普查工作，成功实施地热井9眼。

 2015年3月，由内蒙古水勘二院承担的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地区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项目开始施工，同年8月成井
出水，井深2008.68米，以年开采300天计算，每年可利用热能5.58×107兆焦，相当于1905吨标准煤。

 2015年5月，内蒙古水勘四院组织技术骨干前往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东郊的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项目区开始施工
，同年8月成井出水，井深1602.6米。比照医疗热矿泉水标准，可命名为氟水。这些元素的天然组合，使该地热温泉水
具有很好的理疗、保健功效。根据对该井单井地热流体产能和年利用热能初步估算：按照所做最大降深164.73米出水
量825.12立方米/日，单井产能1625千瓦。年开采300天，每年可利用热能4.21×107兆焦，相当于1437吨标准煤。地热资
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通辽市周边养生、休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地区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项目也是由内蒙古水勘四院承担，2015年8月开始施工
，同年11月成井出水，井深1303.3米，出水量1036.56立方米/日，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氡的含量达到了医疗用水标准
，具有一定的医疗价值，利用氡水浴疗对心血管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肠胃病、心脏病、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瘫
痪病、抑郁症以及风湿性关节炎等有良好疗效。若年开采300天，每年可利用热能4.78×107兆焦，相当于1632吨标准
煤。

 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大沁他拉地区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今年7月成井出水，井深1802.7米，根据对该井单井地热流
体产能和年利用热能初步估算：按照所做最大降深255.08米抽水试验出水量213.70立方米/日计算，单井产能472千瓦。
若年开采300天，每年可利用热能1.22×107兆焦，相当于417吨标准煤。该地热井毗邻奈曼旗包古图沙漠旅游景区，地
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势必会增加景区的影响力，为草原沙漠再添色彩，可发展成为多格局、多方位的特色景区。

 2015年11月，内蒙古地矿局所属地勘八院承担了乌海市海勃湾农业科技景区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项目，该井今年
7月成井出水，井深2096.85米，根据对该井单井地热流体产能和年利用热能初步估算：按照所做最大降深132.81米抽水
试验出水量840.24立方米/日计算，单井产能1493千瓦。若年开采300天，每年可利用热能3.87×107兆焦，相当于1320吨
标准煤。

 成功源于艰辛付出

 霍建华是内蒙古地勘七院水文普查项目负责人之一，年仅26岁的他，已在找地热的路上“摸爬滚打”。他说，相比
野外工作的艰辛和不易，每当看到热泉涌动的那一刻，一股成功的喜悦涌上心头，作为一名地质人员是无怨无悔的。

 2014年，霍建华带领的项目组承担了阿尔山市白狼地区地热普查，成功实施一眼地热井。内蒙古阿尔山市白狼镇地
区属大兴安岭林区，每年9月20日至翌年5月10日为寒冻期，工作时间极短，地面物探工作量大工期短。

 阿尔山市成名于水，地热水因天然出露，用其洗浴对身体大有益处，成名已久。但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已有的
天然出露的地热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当地政府曾委托有关单位施工过多眼地热井，但都没打出地热水。霍建华带领
的项目组克服了林区施工防火问题、工期短和施工条件差等困难，施工期野外温度可达零下20度以下，工人穿着大棉
衣在帐篷里都抵挡不了寒冷。由于天气过于寒冷，泥浆粘稠，机械也难以正常运转才暂停施工，又遇上侵入岩地层，
质地坚硬，钻速只能维持在每小时1米，光是合金钻头就钻坏了多个，使得工期延长了数倍。“普通地层可在3个月内
完工，这种地层硬是钻了14个月。”

 作为从事了30多年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专家，杨少勇对白狼地区地热勘查项目感受更深。他说，放眼内蒙古乃至全
国，在基岩区勘探出地热水的项目很多，经检查含有益元素的例子也不少，但是在一眼基岩区地热井中，检测出5种
有益元素的实属稀有，尤其是锌含量达到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这在内蒙古地热勘查史上实现重大突破，在全国地热
普查工作中也是一大亮点。

 霍建华说，至今有一件事令他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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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距离内蒙古四子王旗北100多千米的脑木更苏木地区施工时，施工一眼地热井需占5亩草地，但这5亩是60多户牧
民的集体草地，为此，项目组多次前往工作区进行协商谈判，挨家挨户做工作。眼看着就要耽误了工期，作为项目负
责的霍建华很是着急，他通过旗地方国土资源局联系了四子王旗旗长和脑木更苏木乡长，组织牧民做动员工作，想尽
了一切办法，最终征得每户牧民的同意才开始施工。“有一天与牧民协商太晚，导致无法返回驻地，我们只好租了牧
民一间空余的房，因房屋老旧年久失修，只能烧着羊粪取暖，那味道，一辈子也忘不掉。”霍建华说。

 脑木更工作区附近严重干旱，牧民喝水都困难，更别说施工用水，项目组通过积极协商，从十几千米外的井内买水
，每吨水的价格要十几元。由于钻遇地层泥岩较多，井壁上动辄黏附5~6厘米的泥皮，严重影响了井内正常出水，对
此，项目组成员积极商讨解决办法，为保险起见，最终采用传统办法（冲孔）刮去泥皮，才有了后来500多方的水量
，单去除泥皮这项工作，就耗费了近两个月时间。

 在内蒙古地矿局总工程师赵士宝办公室的墙上的巨幅内蒙古自治区地图上，每一眼地热井都用红色的圆点标注着，
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红色铺展开来，妆点着内蒙古的版图。赵士宝欣慰地说，一眼普通的水井可以养活
一个村庄的百姓，让上千亩的农田丰收，而一眼温泉可以带动一方发展、拉动一地经济。

 从内蒙古第一眼地热井诞生，到无数个优质地热井的成功出水，内蒙古数万地质大军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三光荣”
精神，向国家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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