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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辽宁省海城市西荒地地热田的区域地质构造、地热水的赋存状况进行了分析，

在对地下热水化学组份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本区地下热水在医疗及医疗旅游方面的价值，以

及在此方面开发利用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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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概况

海城市位于辽宁省沈大经济带的中部，在经济发展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

优势。该区地域辽阔，地势平坦，物产丰富，环境幽雅，海城市的西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小商

品和服装产品的集散地。旅游、商贸、疗养等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潜力。

西荒地地热田位于海城市东四方台西荒村(图1)，是东北地区已探明的热储规模最大，

储量最多，温度最高的热水分布区。西荒地地热田具体位置为：以魏家街，郑家街为中心向

外围扩展，面积为6 km2。

1．1区域地层

西荒地地热田地质盖层很不发育，第四系全新统地层直接与下伏古老基底接触。本区

东南部部分古老基底出露地表，基底岩性为前震旦系花岗岩和混合岩。分别叙述如下：

1．1．1 太古代晚期的混合花岗岩、混合岩

本区外围东南部干泉铺，南台地区有出露，本套岩石属于海城混合杂岩带的组成部分，

被混合的老地层为鞍山群沟茨组，大峪沟组和辽河群浪子山组的底部。残留体岩性主要为

混合花岗岩，斜长角闪岩，磁铁石英岩，黑云母变粒岩，浅粒岩和二云片岩等⋯。

1．1．2上更新统洪积层

仅在本区外围，东南部南台地区见有出露，岩性上部为黄褐色亚粘土，下部夹沙砾石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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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西荒地地热田地理位置简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Xihuangdi geothermal field

镜体。该层在厚度上呈东薄西厚，测区内厚度一般为40-70 m，最厚可达80 m左右。下部

为砂砾石层透镜体，本区内厚度一般15—20 m左右。

1．1．3全新统冲洪积层

本区内表层均被该层所覆盖，岩性为黑褐色一灰褐色亚粘土。该层在本区内厚度不大，

一般在1一1．5 m左右。

1．2构造

本区构造单元处于中朝准台地的胶辽台隆与辽河断凹陷东部接触带上。具体位于东部

凹陷与东部山区隆起带交接的过度地段，根据有关区域地质资料，本区外围东南侧为二级构

造单元界限通过区，构造复杂，深大断裂比较发育，著名的郯庐断裂北段在本区有所表现。

特别是在新生代晚期，构造运动比较活跃。

根据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研究所1993年8月提出的《海城市西荒地地热资源评价》报

告和辽宁省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大队1987年12月提出《辽宁省地热资源调查》报告：西荒

地地热田的控热构造体系是北北东向的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的开原一营口深断裂。西荒地地

热田位于该断裂的东南部。

由于本区表层均被第四系所覆盖，无基岩出露，经过地面勘察和物探控制，在西荒地郑

家街一榆树台之间发育一条近东西向的深断裂(以下简称西荒地断裂)，断层性质为压扭

性，走向95。一100。，倾向SW 185。一1900，倾角700～80。，长约3 500-4 000 m。短裂带附近

岩性破碎，裂隙发育，成为地下热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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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断裂带地震活动频繁，营口1859年、1885年两次5级地震，海城1975年7．3级地震

等均是该断裂带近代活动的表现。

2地热水的赋存及成分

2．1地热水的赋存

依地下热水存储部位本区地热赋存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地下热水存储在松散砂层及

半胶结的砂砾岩层中称为孔隙热储，二是地下热水存储在基岩构造裂隙中称为裂隙热储。

孔隙热储：主要包括第四系中、下部的灰白色中细砂层，黄白色粗砂砾石层以及底部的

灰白色，灰绿色半胶结的砂砾岩。其厚度在东部(常家街一魏家街)为20一40 m，在西部(郑

家街)为54-72 m，埋深50一105 ra。该层水温27．5。C一73。C，总的趋势是随深度的增加而

升高，一般认为第四系热水属于次生热水。水化学成分类型以SO。一Cl—Na为主，矿化度
0．50 g／L左右。该层水位埋深1．70—4．20 m，一般为2—3 m，富水性不佳，一般单孔出水量

为100—150 m3／d。

裂隙热储l主要岩性为中生代白垩纪(燕山晚期)千山花岗岩和少量的基性辉长岩、闪

长岩脉。该层揭露厚度53．87—135．44 m，顶面深度105．56—166．00 m。热储主要沿北西

西向断裂带发育，地下热水承压性较强，在开发初期，水头最高可高出地面25．46 m，水温较

高，东段60-95℃，西段58—96。C。水化学类型主要为SO。一Na型水，矿化度0．48—0．73

∥L。单孔出水量为734．04—2 409．6 in3／d。

2．2地热水的化学成分

地下水赋存与形成于一定的地质构造环境中，岩石的矿物成分与化学特征，对地下水的

化学成分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西荒地地热田的水化学性质、化学成分与所处水文地

球化学环境、地质构造、水动力条件及地下热水的温度有密切的关系。本区地下水的围岩是

混合花岗岩，铝硅酸盐是主要组成部分，在水文地质环境改变时，矿物在高温、高压的地下热

水作用下，发生溶解、分解反应，形成地下热水的特定化学成分。本区混合花岗岩中，含有硫

化金属矿物，在含有溶解氧的地下水的氧化淋滤作用下，使地下热水富集硫酸根离子。大部

分金属硫酸盐在高温，高压下，溶解度增高，形成硫酸盐类型水；另一方面，地下热水温度高，

有利于放射性元素在地下热水中的富集。温度高，溶解度大，故该地下热水中氡的含量较高

(139．85—182．95 n∥L)，达到国家医疗矿泉水的命名标准。一般来说，在混合花岗岩中氟
富集，所以，本区的地下热水中氟的含量也很高，为14—18 mo／L，亦达到国家医疗矿泉水的

命名标准。西荒地地热水中微量元素含量见表1。

3地热水的开发利用状况

3．1开发过程和利用现状

西荒地地热田开发利用较晚，地热田最早发现于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期间，当时

正在施工的一眼供水井有热水溢出。上世纪70中期至80年代初，开始施工小口径勘探孔，

以地热勘探为目的，主要揭露第四系孔隙热水，孔深为100 m；以后逐渐进入探采结合钻孔，

进入了勘探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的时代，孔深在200 m左右，开始揭露基岩裂隙热储；进入上

个世纪90年代，以开发利用地热为目的，多大口径管井，取水层位主要针对基岩裂隙热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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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深均达300 m左右。截止1998年末，揭露裂隙热储管井13眼，其中的5眼因水量小，温

度低等原因，暂未利用。已利用的8眼管井中有5眼已经报废，不能使用了。

表1 医疗热矿水水质标准与西荒地热水的比较(mg／L)

Table 1 Comparison bdweon standard medical mineral water and Xihuangdi geothermal water(mg／L)

3．2资源量与开采置

资源量：在1999年进行的勘探报告中，对西荒地地热资源的资源量进行了评价和计算，

热储的类型如前所述，包括了松散砂层和半胶结砂砾石层两种类型，分布范围为3．2 km2，

厚度在东段为20～40 m，西段为54—72 m，温度为27．5—73。C；基岩裂隙型，现有的勘探控

制深度为105．56—166．00 m，范围为1．44 km2，东段温度为60—90℃，西段温度为58—

96。C，其深部热储条件要好于浅部。从医疗角度来看，地热水的利用温度可以明显低于一般

的洗浴用水温度，如黑龙江五大连池用于医疗的地热水最低温度仅为25。C。西荒地热储的

分布范围较大，孔隙热储有一定的厚度，裂隙热储有很大厚度，其地热资源总量是十分丰富

的。

开采量：1998年末对各热水开采井进行过调查，根据日平均开泵时间，按水泵的额定流

量统计计算了开采量，现存的5眼热水井的开采量分别为800 m3／d、1 000 m3／d、200 m3／d、

300 m3／d、100 m3／d。合计开采量为2400 m3／d。目前地下热水主要用于洗浴、花卉养殖和

少量的医疗和采暖，现有的开采量基本上满足现阶段的开发需求，其开发利用规模和程度都

不高，还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4地下热水的医疗作用

西荒地地热田的地下热水的水化学成分以偏硅酸(H：SiO。)，氡(Rn)为主，且偏硅酸、氡

及氟的含量均符合《医疗热矿水水质标准》(GBll645—89)规范中的要求(见表1)，可定为

硅水、氡水和氟水，硫酸钠虽然没有达到《医疗热矿水水质标准》，但相对较高含量对于人体

健康仍有理疗、医疗的作用和功能。同时，偏硅酸的含量也符合《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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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5)标准的要求；锶的含量在较多的井孔达标(锶含量>=0．2 re#L)；锂的含量也接近

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因此，西荒地地热田的地下热水具有医疗和医疗旅游的价值。

4．1硅水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硅对人体具有重要的生物功能。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元素，它参与胶

原蛋白及粘多糖的合成，硅以共价键的形式与其合成。硅还是构成葡萄糖、氨基多糖、多糖

羧基的主要成分。硅是重要的生物联结剂，它使粘多糖联结到蛋白质上。它是形成结缔组

织所必须的，可促使结缔组织发展成为纤维成分结构，提高其强度和弹性，使胶原结构更加

完善。硅可保持弹性纤维和周围组织的完整性，从而具有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发生率

的功能。

硅是硫酸软骨素中的重要成分，适量的硅有利于骨骼的钙化，可促使成骨作用。研究表

明，硅对人体的衰老有明显的延缓作用。人体内的主动脉、皮肤、胸腺都含有一定量的硅，随

着年龄的增加硅含量明下降，导致动脉血管、皮肤等老化，失去弹性。

4．2氡水

氡具有放射性。氡透过皮肤进入体内，有扩张血管，改善循环，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内分

泌和自律神经机能的作用，之后再以肺脏呼出和从皮肤排出。对风湿病、慢性消化道疾病、

慢性肝、胆道疾病、糖尿病和痛风、心血管病、高血压病均有疗效。神经痛的临床治疗有效率

到97％，治疗率为92％。

4．3氟水

适量的氟对牙齿及骨骼的形成均有重要的作用。对氟缺乏导致的某些疾患有辅助治疗

作用，但过量会产生氟斑牙、氟骨症。饮浴时需除氟。

4．4硫酸钠水

具有医治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肌腱炎、神经痛、神经炎、脑病瘫痪、神经官能症、心

血管病、糖尿病、肝炎、皮肤病、妇女盆腔炎等多种作用。

此外，地热水含有的N：、Ar、He等气体，对人体也有一定的医疗作用。

5开发利用建议

目前西荒地地下热水的开发利用方式主要为洗浴、花卉养殖和少量的医疗和采暖。地

热水的医疗利用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浴疗，还不能满足游客在游玩同时对消除疲劳，健身

祛病的健康需求。其特殊的水化学成分，发展疗养、美容、健体、医疗洗浴等项目将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

如前所述，西荒地地热水既符合《医疗热矿水水质标准》(GBl 1645—89)规范中的要

求，又达到《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1995)的标准，优势是其显著医疗组分。在高温水

的外围的低温区(40℃)热水含氟量较低，也可直接作为天然饮用矿泉水开发利用，为充分

发挥地热资源的医疗作用，可设计并推出各具特色功能各异的温泉池，例如：配合现代乡村

独特风格的水温泉，加入适量名贵酒液的酒温泉，注入各种名贵中草药和花粉的药浴温泉，

以及能治疗风湿症、腰腿痛、胃痛的高温石板泉和具有泉水按摩功能的音波喷射泉等等。同

时开发新疗法，如矿泉药浴、饮浴、吸浴、机械水浴、水中体操疗法和近年来新开发的集度假、

旅游、理疗和疗养为一体的旅游、康复、娱乐项目的矿泉气泡浴、旋涌浴、涌浪浴、蒸汽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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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发展地热产业，要同时注意节能与环境保护。不合理的开发必然导致资源枯竭，热储层

压力下降，地热水水质恶化等问题。只有合理的对其开发和利用，才能让地热资源更好的为

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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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Xihuangdi geothermal resources and their

medical value，Haicheng City，Liaoning Province

ZHANG Gel，ZHAO Xue-lian91，WANG Yu-li2,SUN Xiao．fen92

(1 C,ol如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Uaoning Norm／‰灯，Dd／an，1 16029，Ch／na)

(2 Iiaoni增Exploration Institute ofHydrogeology and吼慨C,eofDgy，Ddian 116037，C危讹)

Based on analyzing regional geologic structure，occurrence conditions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geothermal water in Xihuangdi geothermal field of Haicheng City，Liaoning Provinc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dical and tourism value of the hot water there，as well as its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

tion prospects．

Key words：geothermal resources；hydro—chemical ingredients；med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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