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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邯郸市东部平原区属华北平原冀南坳陷，新生界厚度约!"##$。热储层为上第三系馆

陶组和明化镇组下部砂砾岩含水层。地热类型为受上地幔传导热流加热的盆地边缘水热型层状

温热水。根据地热地质条件及邻区地热信息和地温梯度，邯郸市东部平原区有望找到"#!"%&
以上的温热水。

关健词 地热地质条件 热储层 邯郸市东部平原

开发地下热水作为一种洁净的能源，对于发展工农业、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华北平原是我国地热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之一，京、津、唐、保、廊地区

已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发地下热水。据不完全统计，投入开发利用的地热井已有’##余眼，年

采热水量"###万$(。用于城镇供暖、工业、农业、养殖业、医疗、洗浴等方面，收到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邯郸市东部平原区属华北平原冀南坳陷，该地区未曾进行过专门

的地热地质勘察工作，自邢台至邯郸市、安阳市一线，专门地热地质研究工作也甚少。但石

油、地质、煤炭、冶金等部门根据不同的目的，在邯郸东部地区作过大量的物探工作，特别是

石油部门先后施工过少量的钻孔，为邯郸东部地区基底构造研究、构造层的划分提供了宝贵

资料，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地热有关的信息资料，表明研究区具有地下温热水赋存的可能性。

河南省安阳市郊区已有地下热水井被开发利用。区域上的地热工作成果和本区的地热

信息资料成为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据。

! 地质概况

!)! 地 层

邯郸地区地层出露较齐全，但由于地质构造运动的作用，西部山区出露有下古生界的寒

武系、奥陶系、上古生界的石炭系、二叠系、中生界的三叠系，局部沉积有第三系、第四系；东

部平原区则主要由太古宇、古生界与中生界的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组成盆地的基底，广泛

被新生界覆盖。研究区全被厚层新生界覆盖，根据区域资料（见表!）及少量钻孔资料分析，

本区新生界从第三纪渐新世（*）开始有沉积，为东营组（*(!）内陆碎屑岩沉积。上第三系中

新统馆陶组（+!"）为具磨拉石建造特征的粗粒碎屑岩沉积，上第三系上新统明化镇组

（+,#）属河流相沉积，下部岩性较粗，上部相对较细。上第三系厚度一般为!,##$。

第四系为冲洪积物，厚度一般为-##$。本区的热储层主要为馆陶组和明化镇组下部

砂、砾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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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邯郸市东部平原区新生界地层简表

"#$%&! ’()#(*+)#,-*.#%(*/&0.#%&123&4151*.*4(-&&#0(&)4,%#*4126#47#4.*(8
地层时代

界 系 统 组

地层
符号

地层厚度／! 岩性特征 分布情况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上
第
三
系

下
第
三
系

全
新
统

"# $%!&%
深灰、灰黄、褐黄色砂粘土、粘砂土夹砂层，有淤泥
质，见石膏晶体

上
更
新
统

"’
西部#%!$%%

东部’(%!#)%
灰黄、棕黄、浅棕褐色砂粘土、粘砂土夹砂层，东部
有淤积薄层脆性粘土，夹有淤泥层，具黄土状结构

中
更
新
统

")
西部’%%!#%%
东部#%%!*(%

上段锈黄、红黄、棕褐色粘性土类，有锈色砂层，土
层内见长石及钙质小白点，具黄土状碎块结构，见
火山喷发物。下段棕红、棕褐色粘性土夹砂层，粘
性土内见小砾石及砂团，西部见泥砾层

下
更
新
统

"$
西部’%%!#%%
东部#%%!*(%

南部棕红色、紫色、紫灰色粘土，砂粘土夹砂层，粘
土细腻、薄层、有灰白色小点和纹，西北部为灰绿色
杂色粘性土类，长石风化砂及砂层，具混粒结构

上
新
统

明
化
镇
组

+)! (’,!-,#

棕黄、浅棕色粘土层、砂质粘土岩与浅棕色粉砂岩、
含砾砂岩互层，构成上粗下细的特征。沉积物粒度
由北向南逐渐变细。颜色除在南宫、丘县凹陷见有
棕红色外，大部分地区均以棕黄、浅棕、灰黄色为主

中
新
统

馆
陶
组

+$" ##$.*

上部浅棕色、黄绿色泥岩与粉砂岩互层。中部棕
色、黄绿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夹灰白色、绿灰色粉/
细砂岩，底部棕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与浅棕、灰绿、
灰白色泥质粉、细砂岩互层，底部为灰绿色含砾砂
岩

渐
新
统

东
营
组

0’# &%!$%%
岩性为棕红、灰绿色泥岩、砂质泥岩与浅棕、灰绿色
粉砂岩、泥质粉砂岩不等厚互层，可分性差

遍布全区

分布广泛

最深 处 在 丘 县
地区，沉积厚度
达)%%% !，广
平 地 区 只 有
$%%%!。 西 带
凹陷 最 深 处 在
邯 郸、威 县、束
鹿地区，自南向
北沉积厚度依
次 为 $)%%、
$#%%、$(%%!，
明化 镇 组 在 南
宫、丘县凹陷内
沉积厚度*%%!

主要 分 布 于 南
宫、丘县等凹陷
中

!.9 构 造

本区地质构造上属华北平原冀南坳陷，西临太行山地，东为平原区，属隆起与坳陷的交

界处。平原区内++0和+11向的两组断裂均较发育，控制着第三系和第四系的沉积，也

控制着地下热水的赋存条件。

研究区西临++0向的邢台/安阳大断裂（又称邯郸大断裂），该断裂北起石家庄东南

的栾城，向南经高邑、邢台、邯郸、磁县延向安阳以南，长约$,%2!，途径邯郸市中华大街与光

明大街之间，走向+0$%3左右，东倾［$］。在邯郸附近，断裂西盘为三叠系，上覆较薄的第三系

与第四系，东盘为侏罗系或白垩系，上覆厚千米的第三系和第四系。该断裂形成于晚侏罗世

末，以后至现代的活动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累计地层落差近’%%%!，属同沉积断层。

) 区域地热地质条件

研究区属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华北平原是一个中新生代断陷盆地。盆地的形成始于晚

侏罗世，定型于早白垩世，第三纪后继续发展。构造活动使盆地的基底产生差异性升降，并

伴生断裂构造，形成一系列隆起和坳陷。白垩系/第三系盆地隆起内沉积较薄，坳陷内沉积

较厚。根据大量钻孔测温资料统计，华北平原地温梯度一般)!#4／$%%!，平均’.#-4／$%%!，

最高$).(4／$%%!，高地温梯度值多在盆地基底隆起区。*%%!深度地温在)(!’)4；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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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地温在’%!"%#，最高(’)*#。华北平原地热资源总的来说是受上地幔

传导热流加热的大型断陷盆地水热型层状中、低温热水［*］。

华北平原区目前已知有两个可供开发的热水层。一是盆地基底碳酸盐岩岩溶裂隙含水

层，层位主要为奥陶系灰岩与上元古界蓟县群白云岩，其特点是水量丰富，水质较优，水温较

高，$%%%&深度水温"%!+%#，*%%%&深度水温可达(%#；另一个为上第三系砂岩孔隙裂

隙含水层，上第三系明化镇组下部和馆陶组为区域性含水层，砂岩中的热水水质矿化度约为

$!*,／-，目前天津市和任丘地区正在开采该层位热水，地温梯度.)"#／$%%&，(%%!
$%%%&深度明化镇组单井水量为*%%!"%%/／0、井口水温’%!"%#，*%%%&深度馆陶组单

井水量"%%/／0左右，井口水温!%!(%#。馆陶组较明化镇组更稳定，开采利用价值较高。

. 研究区地热地质条件

受经济条件和勘探程度所限，本区的地热地质条件研究程度很低。在广泛收集地热地

质信息的基础上，参考区域地热条件，对本区的地热地质条件进行初步分析"。

!)" 地热信息

（$）$1!$年，在永年县北杜村施工一个勘探孔，新生界（234）厚度!!$&，其下为侏罗

系火山碎屑岩（孔深不详），地下水自流于地表，流量.%&.／5，水温.!#，为一温水孔。

（*）$1!"年，在峰峰矿区梧桐庄井田施工煤田钻孔，孔深+(%&，孔底奥灰水水温’.#，

盖层平均地温梯度为’)$#／$%%&。

（.）$1!(年，在黄梁梦煤机厂施工水源钻孔，孔深’*%&，简易测温.%%&深处上第三系

温度*()"#，盖层地温梯度达’)"#／$%%&。

（’）$1("年，在市西郊下庄村施工热水井建疗养院，委托中国煤田地质总局一一九勘探

队施工，新生界厚*’*&，之下为三叠系碎屑岩，孔深$*%%&余，未抽水，孔下段温度".#。

（"）$11+年，在市东郊施工热水井，孔深$.%%&，取上第三系馆陶组砂岩水，流量.%&.／5
左右，水温’!#，拟用于洗浴。

（+）$11!年，在濮阳市郊施工一热水井，井深$$%’)"&，成井水量.%&.／5，抽水温度

’(#，平均地温梯度.)*#／$%%&。

!)# 地热地质条件

本区虽然位于华北平原冀南坳陷的西部边缘，但同样可发育地热储层。一方面本区西

部边界为邢台6安阳大断裂的一段，该断裂附近微地震频繁，反映新构造运动强烈，断裂西

盘的下庄、黄梁梦附近地温梯度较高。另一方面，新生界基底形态向东倾斜，反映该区是东

部坳陷的西翼抬起端（见图$）。这些特征都有利于地下热水的聚集，有可能形成地热异

常［.］。

从新生界岩性特征看，馆陶组、明化镇组下部粒度较粗，在邯郸市附近常发育含水层，可

构成热水储层。而明化镇组上部粒度较细，以泥岩居多，可构成热水储层的良好盖层。

本区的恒温层深度为$1)1"&，温度$")!#（约$+#），地温梯度按.)"#／$%%&推算，

在深度$%%%!$*%%&的上第三系馆陶组或明化镇组内，有可能找到"$!"(#以上的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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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邯郸市东部平原区地热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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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可以作为邯郸市地热地质勘察的前景目标区。

一般来说，供暖热水温度应在!"#以上，洗浴温度$"#即可。前景目标区位于邯郸市

内及其附近，只要能找到$"#以上的温热水，即可低温利用。

地下热水来源于地下深部，都有一个深循环补给特点。由于地下热水温度较高，与地层

都有较强的物理化学作用过程，通过水%岩交换，水中含有一些特殊的化学元素、气体成分

等［$］具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可用于洗浴。地下热水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开发利用，可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美化城市。地下热水无论用于采暖或矿泉医疗或洗浴，它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都将十分可观。

$ 结 论

根据华北平原的地热地质条件，对研究区的地热信息和地热地质条件进行分析，初步取

得如下结论：

（&）根据外围钻孔资料，推断研究区的新生界厚度&’""(左右。

（)）本区的西部边界邢台%安阳大断裂，根据地震观测资料是一条活动的同沉积断裂，

可为地热的形成提供有利的构造通道。

（*）研究区地热类型为受传导作用加热的盆地边缘水热型层状温热水。热储层主要为

上第三系馆陶组和明化组下部砂砾岩含水层，预计有可能找到’&!’+#以上的温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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