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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沉积盆地区是地热资源的主要赋存区
D

河南省有
==

个省辖市市区和
SH

多个县城分布于沉积盆地区五大构造单元

内
D

对五大构造单元
F>E

眼地热井研究分析显示，不同构造单元地热井的分布密度不均，地热井的取水段深度相差较大
D

五大构造

单元平均取水段深度为这些地区施工地热井深度确定提供了依据
D

五大构造单元地热井分布密度统计表明，有三大构造单元地热

井分布密度小于
HDX

眼
!=HH WK

>，具有较大的开发空间
D

$%&

：汤阴断陷；内黄凸起；济源
\

开封凹陷；通许凸起；周口凹陷；地热地质；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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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河南省地热资源现状调查评价与区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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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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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热资源主要赋存于沉积盆地区
*

原河南

省地质局地质科学研究所于
=X`]

年
=>

月出版的《河

南省基岩地质图及说明书（
=aFG

万）》显示，全省新生

界最大沉积厚度周口凹陷大于
`GGG K

，其次为东明断

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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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主要城市地热地质工作：郑州市于
!"#$

年

在全省率先施工了地热
%

&井（嵩山饭店）、地热
$

&井

（空军医院），至今，凿建千米左右地热井
!'(

余眼，大

部分水质达到矿泉水标准
!

地热井深度多在
!$)) *

以浅，最深地热井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深达
$+,-., *

，

井口水温
,) /!

开封市地热井数量仅次于郑州市
!

开

封市区及所辖各县市均有地热井分布，地热井深一般

,))0!-(( *

，最深超过
!'(( *

，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但

多以单井开发为主，未开展地热普查工作
!

洛阳市先

后施工了多眼地热井，井口水温
120"'32 /

，最大井深

$2)) *!

地热地质总体研究程度较高
!

根据地质构造特征，河南省沉积盆地区可划分为

!,

个构造亚区［1］
!

从收集到的河南省地热井分布分

析，在不同构造亚区地热井的分布密度不均，地热井的

取水段深度相差较大［2-5］
!

计算表明，各构造亚区地热

水的可采资源模数大小不一［6-10］
!

河南省有
!!

个省辖

市市区和
,)

多个县城分布在沉积盆地区五大构造单

元内
!

这五大构造单元面积占全省沉积盆地区面积的

,-4!

对这五大构造单元地热地质特征进行详细论述，

可有效指导河南省沉积盆地区地热资源的开发
!

! !"#$%&'()*+(

!3! )*(,-

从研究地热的角度考虑，结合地温场成因机制、热

储特征，认为地热区系指具有相同或相近似的地质构

造及热储特征或地热显示的自然区域，规模成百或上

千平方千米不等［11］
!

!3$ )*(.+/0

河南省以往全省范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地热区划

分，本文在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质构

造、地貌景观、地温场成因机制、热储特征、地热显示

等，尝试对全省范围进行地热区划分，划分为地热区和

地热亚区
!

划分依据和边界的确定原则如下：

!

）根据地热构造格局、地貌景观及地温场形成机

制，划分为沉降盆地地热区和隆起山地地热区
!

沉降

盆地地热区为燕山期以来的连续性下降区，地貌景观

为负地形，一般沉积有较厚的中、新生界，地温场为传

导型；隆起山地地热区，为燕山期以来的上升区，基本

无中、新生界沉积，或不连续，或沉积厚度小，地貌景观

为正地形，地温场为对流型
!

$

）地热亚区的划分主要以地质构造为依据，沉降

盆地地热区还要考虑新生界堆积厚度及有无古近系堆

积，将其作为划分凸起和凹（断）陷等地热亚区的基础
!

一般凹（断）陷区古近系沉积厚度大，凸起区无古近系

沉积成沉积厚度薄
!

隆起山地地热区，根据构造特征

及地热显示，按次一级的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地热亚区
!

-

）一般将对地热资源具有一定影响的深大断裂构

造作为地热区或亚区的边界，无深大断裂时，沉降盆地

主要考虑新生代沉积或基底岩性确定其边界
!

!3- )*(.+

依据上述地热区划分原则，全省划分为沉降盆地

和隆起山地两大地热区，其中沉降盆地地热区进一步

划分为
!,

个亚区，隆起山地地热区划分为
1

个亚区，

见表
!

及图
!!

1 ! !"#)*+(1

$ 234567)*)89:

河南省沉积盆地区范围较大，形成起始于中生代，

新生代继续下沉，堆积了巨厚的古近系、新近系及第四

系
!

根据基底埋深、地层岩性、断裂等特征，将省内划

分为
!$

个地热亚区（田）
!

本文主要论述河南省沉积

盆地区汤阴断陷、内黄凸起、济源
5

开封凹陷、通许凸

起、周口凹陷五大构造单元（地热亚区）地热地质特征
!

63% ;<=>'*?(

63%3% +(@A

该亚区位于太行山东侧，西部以青羊口山前断裂

为界，东侧以太行山东麓断裂为界与内黄凸起地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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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邻，南侧以盘古寺断裂为界与济源
!

开封凹陷地

热亚区相邻
!

该地热分区呈北东向展布于安阳、鹤壁、

新乡一带，面积
"#$$ %&

'

!

'(")' !"!#$%

汤阴断陷是新生代地堑式断陷，主要受太行山东

麓、青羊口和盘古寺
*

条断裂控制
!

断陷基底为太古

宇和古生界，上覆层为新生界古近系、新近系及第四

系
!

断陷呈北东向长条状展布，基底古地形起伏不平，

由北向南由多个次级小凹陷及小凸起组成
!

断陷内新

生界厚度变化较大，凸起区一般
+,,-"+,, &

，淇县东

南最厚可达
*,,, &

以上，西南端修武以西厚度不足

+,, &!

')")* "&'(

断陷内热储自上而下可分为新近系松散岩类热储

层、古近系松散半松散岩类热储层和古生界寒武—奥

陶系碳酸盐岩类热储层
!

图
"

河南省地热分区图

./0) " 1/234/563/78 79 0:73;:4&<= 68/32 /8 >:8<8 ?47@/8A:

"

—沉降盆地与隆起山地界线（
5768B<4C 5:3D::8 B:E4:22:B 5<2/8 <8B 6E=/93 &7683</8

）；
'

—地热分区界线（
5768B<4C 79 0:73;:4&<= 68/32

）；
*

—断层（
9<6=3

）；

F

—基岩出露界线（
5768B<4C 79 5<2:&:83 763A47E

）；
+

—水系（
4/@:4

）

地 质 与 资 源
"#"$

年
%&'



! ! !

）新近系热储层

顶板埋深
"#$%%&' (

，底板埋深
%""#!""" (

，安阳

市区及新乡东部大于
!""" (!

水温大于
%' )

地热流

体实际埋深在
$"" (

以下
!

主要含水介质岩性为细砂、中细砂，其次为粉砂、

粗砂、砾砂，单层厚度
%#$%&* (

，累计厚度占地层总厚

度的
!$&+,-$$&!,

，孔隙度
%.,-/",!

新乡、安阳一带

静水位埋深
+-/!&$% (

，淇县一带自流
!

地热井单井涌

水量
%""-!/'" (

/

"0

，水温
$. )!

水化学类型为
1#

·

2$

%

345

型，总溶固
!&!%-/&%! 6"7!

该热储层的盖层为新近系顶部泥岩及上覆第四系

的黏性土，保温性能良好
!

%

）古近系热储层

埋深
''"#!'"" (

，安阳市区局部及鹤壁一带大于

!'"" (!

含水介质主要为粉砂岩、细砂岩及砾岩，含水介质

占地层厚度的
%",#/",!

孔隙度
%",#%/,!

据安阳

电业新村地热井资料，静水位埋深
'&8! (

，单井涌水

量
!$$" (

/

"0

，水温
'% 9

，水化学类型为
1#345

型，总

溶固
!&!" 6"7!

/

）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热储层

埋深西浅东深，中部鹤壁市淇滨新区浅，南部新乡

东
3

安阳深
!

获嘉
3

修武地堑区埋深一般
!"""#%""" (

，

其他地区埋深一般大于
%""" (

，安阳市区埋深大于

'""" (!

热储盖层为上覆巨厚的上古生界及新生界，

隔热保温性能好
!

该热储层的地下水补给源主要为西部山区降雨，

以断裂、裂隙发育带为通道
!

由于青羊口断裂断距较

大，断层两侧含水层不对接，中间相隔厚的砂岩、泥岩

及片麻岩，补给条件差
!

排泄方式为通过断裂带顶托

补给上部含水介质
!

天然条件下地下水径流滞缓，几

乎处于停滞状态
!

%&!&$ !"#$%

本区地温梯度一般
%&'#/&%' 9"!"" (!

鹤壁新区

以北及修武以西小于
%&' 9"!"" (

，新乡以东、卫辉以

南地区大于
/&" 9"!"" (!

新乡洪门受断裂影响地温

异常，地温梯度达
/&' 9"!"" (

以上
!

埋深
!""" (

处

地温一般为
/*#$" 9!

至
%"!$

年底，汤阴断陷区有地热井
%+

眼，地热井

密度
!&.

眼
"!"" :(

%，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

!%!' (!

%&% &'()!*+,

%&%&! -,./

该亚区西侧以太行山东麓断裂为界与汤阴断陷地

热亚区相邻，东侧以长垣断裂为界与东明断陷相邻，南

侧以新乡
3

商丘断裂为界与济源
3

开封凹陷地热亚区

相邻，北侧以省界为界
!

包含安阳、鹤壁及新乡三市域

的东部和濮阳市区及濮阳市域的西部区域，面积
*!""

:(

%

!

%&%&% !*!012

内黄凸起地热亚区基底为太古宇和古生界寒武

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上覆层以新生界新近系及

第四系为主，东部和南、北部边缘有古近系
!

基底地形

中西部高，向东、南、北方向倾斜，基底地层的展布与古

地形一致，核部为太古宇，沿倾斜方向依次为寒武系、

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
!

新生界厚度一般
'""#%""" (

，中西部最薄处仅

%""#/"" (

，东南、北部边缘地带厚度可达
/""" (

以

上
!

%&%&/ *3$%

区内热储层主要有新近系明化镇组热储层、新近

系馆陶组热储层、古近系热储层和古生界寒武—奥陶

系热储层
!

!

）新近系明化镇组热储层

热储层顶板埋深
$"" (

，底板埋深
8""#!/"" (

，

厚度
$""#8"" (!

主要含水介质岩性为粗砂、含砾粗砂，其次为细

砂，累计厚度占相应地层厚度的
%'&.,#$$&.,

，单层厚

度
!&'#/&+ (

，孔隙度
/",#$",!

静水位埋深濮阳
3

清

丰一带
/"#!!&% (

，滑县一带
!!&.#!+&' (!

地热井单

井涌水量
'""#!""" (

/

"0

，水温
$' 9!

水化学类型为

2$

$

·
1#345

、
;1$

/

345

型，总溶固
"&*.#!&+. 6"7!

热储层盖层为新近系顶部及上覆第四系的黏性土

层
!

%

）新近系馆陶组热储层

主要分布在濮阳市区
3

延津县塔普一线东南地

区，顶板埋深
8""#!/"" (

，底板埋深
!.""#%""" (

，厚

度一般小于
'"" (!

根据濮阳中油二招钻探资料，含水介质主要岩性为

细砂，厚度占地层厚度的
/",!

濮阳及南乐一带，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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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埋深
!"#$% &

，单井涌水量
"%%#'%% &

(

!)

，水温
*' +"

水化学类型为
,#

·
-$

*

./0

型，总溶固
!12(#$1"( 3!4"

(

）古近系热储层

主要分布在滑县上官镇以南及内黄县城以北地

区
"

热储层顶板埋深
!5%%#$%%% &

，底板埋深
$%%%#

(%%% &"

含水介质主要为粉砂岩、细砂岩，含水介质厚度小

于
$"% &

，占地层厚度的
(*6"

孔隙度
!26#$%6"

该热

储层缺少抽水资料，根据区域岩性分析，含水介质富水

性较差
"

*

）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热储层

除浚县西北和内黄县楚旺西北地区缺失外，其他

地区均有分布
"

热储层岩性为碳酸盐岩，顶板埋深

"%%#*%%% &"

濮阳市区一带以西
!%%%#!!%% &

，以东超

过
$%%% &"

根据区域资料，地层总厚度约为
!$%% &

，

碳酸盐岩裂隙、岩溶发育段约
*%%#"%% &

，随深度增

加，裂隙、岩溶发育程度逐渐减弱
"

富水性视裂隙、岩

溶发育程度而不均，裂隙、岩溶发育处较富水
"

$1$1* !"#$%

本区地温梯度总体具南高北低特征
"

滑县
.

濮阳

以南地温梯度大于
(1% +!!%% &

，西南部最高大于

(1" +!!%% &

，向北地温梯度逐渐降低，内黄县楚旺闸

北小于
$1" +!!%% &"

埋深
!%%% &

处地温一般为
*%#

"% +

，南部高于北部
"

至
$%!*

年底，内黄凸起区有地热井
$%

眼，地热井

密度
%1$

眼
!!%% 7&

$，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85#

!%%$ &"

$1( &'()*+,!-./

$1(1! 0/12

分布在济源、开封、民权一带，沿黄河呈近东西向

展布
"

北侧以盘古寺断裂及新乡
.

商丘断裂为界分别

与汤阴断陷、内黄凸起、东明断陷及荷泽凸起相邻，南

侧大致以郑州
.

民权断裂为界与通许凸起为邻，西侧以

五指岭断裂为界，东以聊兰断裂为界
"

总面积
25!2 7&

$

"

$1(1$ !-!345

该地热亚区基底主要为古生界，局部地区为太古

宇变质岩系
"

其内堆积了巨厚的中生界侏罗系、白垩

系和新生界古近系、新近系及第四系
"

本区构造线为近东西向
"

断裂较发育，主要有近

东西向、北东向及北西向，受新乡
.

商丘断裂长期活动

影响，凹陷呈现北深南浅的箕状断凹或凹陷
"

$1(1( -6$%

区内热储层主要有新近系明化镇组及馆陶组热储

层、古近系热储层，其次为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热储

层［12］
"

!

）新近系明化镇组热储层

热储层顶板埋深
*%% &

，底板埋深
2%%#!'%% &

，

厚度
*%%#!%%% &"

主要含水介质岩性为细砂、中细砂、

粗砂及含泥质砂，累计厚度占相应地层厚度的
$'6#

5%6

，单层厚度
"#(% &

，孔隙度
(%6#*%6"

静水位埋

深
$%#(" &"

地热井单井涌水量
"%%#!$%% &

(

!)

，水温

*"#*' +"

水化学类型以
9,$

(

./0

型为主，其次为

9,$

(

·
,:./0

，总溶固
%1'!#!152 3!4"

热储层盖层为新近系顶部及上覆第四系的黏性士

层
"

$

）新近系馆陶组热储层

顶板埋深
2%%#!'%% &

，底板埋深
!'%%#$"%% &

，

厚度
$%%#2%% &"

凹陷北厚南薄、东西两侧薄，局部缺

失
"

主要含水介质岩性下部以灰岩、泥灰岩、钙质砂岩

为主；中部以细砂及疏松砂、含砾砂为主；上部以细砂

及粉砂为主
"

累计厚度约占相应地层厚度
"%6

，孔隙

度
$"6#(%6"

据开封通信公司地热井（井深
!"2% &

）

资料，单井涌水量
'$% &

(

!)

，水温
"! +"

水化学类型为

,#./0

型，总溶固
*1'"3!4"

(

）古近系热储层

济源次凹顶板埋深
*%% &

左右，底板埋深
!%%%#

5%%% &

；开封次凹顶板埋深
!'%%#$"%% &

，底板埋深

$%%%#5%%% &"

含水介质主要为细砂岩、泥质砂岩，占地层厚度的

$%6 "

根据温县公安局新院地热井资料，静水位埋深

$% &"

水位降深
!$" &

，单井涌水量
"'2 &

(

!)

，水温
*$ +"

水化学类型为
-$

*

.,0

型，总溶固
(1'5#2185 3!4"

*

）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热储层

主要分布在武陟凸起，凹陷区边缘零星分布
"

热

储层岩性为碳酸盐岩，顶板埋深
"%%#$%%% &"

上覆上

古生界及新生界，保温性能较好
"

$1(1* !"#$%

本区地温梯度一般为
$1"#(1% +!!%% &"

济源次凹南

高北低，开封次凹西低东高，开封以东大于
(1% +!!%% &"

地 质 与 资 源
%&%&

年
'()



千米埋深处地温一般
!"#$" %!

济源次凹南部高于北

部，孟州
!$&'' %

，沁阳
!"&() %!

至
)"(!

年底，济源
*

开封凹陷区有地热井
+"

眼，

地热井密度
"&'

眼
"("" ,-

)，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 -!

)&! !"#$%&'(

)&!&( )(*+

北侧西、东段分别以郑州
*

民权断裂及新乡
*

商丘

断裂为界与济源
*

开封凹陷及荷泽凸起为邻，东侧以济

阳断裂为界与永城断褶带相邻，南侧大致以临颖
*

周

口
*

柘城
*

线为界与周口凹陷相邻，西至嵩箕山前
!

面

积
)"!/$ ,-

)

!

郑州、许昌及商丘三城市市区位于该区
!

)&!&) %&%,-.

该地热亚区为嵩箕山脉的东延，基底地质构造特

征与嵩箕山区相似
!

基底主要由太古宇、元古宇、古生

界组成
!

断裂较发育，主要为东西、北东、北西向，将基

底切割成支离破碎的断块状，局部形成新生代小断陷
!

区内新生代沉积以新近系及第四系为主，古近系

主要沉积在凸起南部，其次为北部边缘地带
!

新生界厚

度一般
$""#(""" -

，凸起的南北两侧及局部小断陷内

厚度较大，最大达
)""" -

以上
!

郑州市大部分地段古

近系缺失，东北部新生界厚度在
)"""#)$"" -!

)&!&. &/01

区内主要热储层有新近系明化镇组及馆陶组、古

近系热储层、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热储层
!

(

）新近系明化镇组热储层

除山前地段外，其他区域均有分布
!

热储层顶板埋

深
!"" -

左右，底板埋深
$""#0"" -

，厚度
.""#$"" -!

地层西厚东薄，南北两侧厚中间薄
!

主要含水介质岩性为中细砂、粉砂、粗砂及含砾

砂，累计厚度占地层厚度的
."1#./1

，单层厚度
$#

)" -

，最厚达
!" -

，孔隙度
)$1#."1!

静水位埋深郑

州市区一般为
/"#+" -

，最大达
0" -

左右，尉氏一带

为
!"#." -

，商丘市区一般
."#$" -

，最大达
'" -!

单

井涌水量
+""#(/"" -

.

"2

，水温
!) %!

水化学类型以

34#

.

*56

型为主，其次为
34#

.

*56

·
46

、
34#

.

·
4$*56

型，总溶固
"&$/#)&(0 7"8!

)

）新近系馆陶组热储层

主要分布在区内南部及北部
!

顶板埋深
'""#

(("" -

，底板埋深
0""#($"" -

，厚度
(""#+"" -!

主要含水介质岩性为中细砂、含砾砂、粉砂
!

累计

厚度占地层厚度的
.$1#!/1

，单层厚度
$#." -

，孔隙

度
)"1#)$1!

静水位埋深郑州市区一般为
+"#'" -

，

最大
("" -

左右，尉氏及通许地带为
."#)" -

，许昌
*

鄢陵为
$#)" -

，临颖一带
."#.$ -

，太康及西华、扶沟

一带为
($#)" -!

单井涌水量
$""#(/"" -

.

"2

，水温
$! %!

水化学类型以
34#

.

*56

、
9:

!

·
34#

.

*56

及
4$*56

型为

主，总溶固
"&!$#)&0 7"8!

.

）古近系热储层

主要分布在区内南部
!

顶板埋深
("""#(!"" -

，底

板埋深
(/""#)""" -!

含水介质主要为粉细砂岩，占地层厚度的
)"1!

!

）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热储层

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带
!

顶板埋深
$""#)""" -

，上

覆盖层为上古生界及新生界
!

热储层岩性为灰岩、白云

质灰岩及白云岩
!

岩溶裂隙发育好，具地下水储存空

间，埋藏深度适当，热储层条件较好
!

根据郑州煤田勘

探资料，新郑
('")

孔，深
!0! -

，石炭系灰岩涌水量达

!/+ -

.

"2

，水温
!" %

，总溶固
"&+. 7"8

，水源可能为下

部寒武—奥陶系岩溶裂隙水沿断裂带上涌形成
!

)&!&! %2301

本区地温梯度一般
)&+$#!&" %"("" -

，中部高、东

西部略低，鄢陵附近东西向断裂发育，导热有利，地温

梯度达
!&" %"("" -!

千米埋深处地温一般
!"#$" %

，

鄢陵附近最高为
$/&/ %!

至
)"(!

年底，通许凸起区有地热井
."'

眼，地热

井密度
(&"(

眼
"("" ,-

)，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

((+( -!

)&$ 4567%&'(

)&$&( 8(*+

北侧大致以临颖
*

周口
*

柘城一线为界与通许凸起

相邻，南侧大致以舞阳
*

上蔡一线为界与平舆凸起为

邻，西起叶县和襄城，东以省界为界
!

面积
()((. ,-

)

!

)&$&) %&%,-.

该地热亚区基底为古生界、元古宇，局部为太古

宇
!

凹陷内北东、北西西向断裂发育，基地起伏变化大，

为一多凸多凹的复杂凹陷盆地
!

西部有叶县次凹，东部

大致以临颖
*

沈丘断裂为界分为沈丘次凹和鹿邑次凹，

二者之间为郸城凸起
!

区内新生界发育齐全，厚度受基底起伏影响变化

第
%

期
!"#$

：
%&'()*+,-./012+3+456

&''



较大，一般
!"""#$""" %

，凹陷中心部位厚达
&""" %

以上，郸城凸起厚度小于
'("" %!

受构造影响，基底呈

深浅不一的箕状
!

!)(*+ !"#$

区内热储层主要有新近系明化镇组及馆陶组热储

层，古近系热储层、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热储层分布范

围小［13］
!

'

）新近系明化镇组热储层

除叶县次凹外，其他区域均有分布
!

热储层顶板

埋深
$"" %

左右，底板埋深一般
("",''"" %

，厚度

'""#&"" %

，地层变化特征为东厚西薄、中间厚南北两

侧薄
!

主要含水介质岩性为中细砂、粉砂，累计厚度占

地层厚度的
+"-#("-!

静水位埋深漯河市区
'"#!"

%

，周口市区为
'(#!" %

，淮阳一带为
(#'" %!

单井涌

水量一般
'"""#!""" %

+

".

，水温
(' /!

水化学类型为

01#

+

234

、
01#

+

1$234

、
01#

+

·
5#

$

234

型，总溶固一般

为
"*678'*(& 9":!

!

）新近系馆陶组热储层

分布区域大致同明化镇组，但范围小，厚度薄
!

顶

板埋深
;"",''"" %

，底板埋深
'+"",'("" %!

主要含

水介质岩性中细砂、粉砂，底部为含砾砂
!

静水位埋深

漯河市区
!",+" %

，周口市区自流或小于
( %

，淮阳一

带为
(,'" %!

单井涌水量一般
;"",'("" %

+

".

，水温

(+ <!

水质较上层差，水化学类型漯河一带主要为
1=2

34

·
14

及
5#

$

·
1= 234

型，周口一带主要为
01#

+

（
01#

+

·
1$

）
234

型
!

总溶固
"*;;,&*"6 9":

，漯河较高
!

+

）古近系热储层

主要分布于次级凹陷内
!

顶板埋深
'$"",';"" %

，

底板埋深一般
+""",$""" %!

厚度
'""",+""" %

，盆地

中心可达
(""" %!

含水介质主要为粉细砂岩、细砂岩及含砾砂岩、灰

岩等，累计厚度占地层厚度的
!"-

左右
!

依据形成的

地质环境条件分析，热储层水质差，特别是西部叶县盐

田盆地，埋深
'!"",+""" %

深度含盐岩矿层，总溶固

高
!

$

）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热储层

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带
!

顶板埋深
!""",$""" %!

热

储层岩性为寒武—奥陶系灰岩、白云质灰岩及白云岩
!

上覆盖层为上古生界、中生界及新生界
!

!*(*$ %&'#$

本区地温梯度一般
!*&(,+*( <"'"" %

，西部低，东

部稍高
!

千米埋深处地温一般
$",(" <!

据叶县盐田

马
'

井测温资料：
+" %

井深，地温
'&*+ <

；
+"" %

井

深，地温
!$*+ <

；
&"" %

井深，地温
++*! <

；
'"'" %

井深，地温
$'*& <! &"" %

以上地温梯度略小于
&"" %

以下
!

至
!"'$

年底，周口凹陷区有地热井
77

眼，地热井

密度
"*;!

眼
"'"" >%

!，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8

+!"" %!

+ ()

'

）安阳市区、鹤壁市区、新乡市区均分布于汤阴断

陷内；濮阳市区位于内黄凸起区；开封市区、济源市区

分布于济源
2

开封凹陷区；郑州市区、许昌市区、商丘

市区处于通许凸起区；漯河市区、周口市区处于周口凹

陷区
!

五大构造单元地热地质特征可为上述
''

个城

市和
6"

多个县城寻找地热水提供参考
!

!

）汤阴断陷区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8

'!'( %

；内黄凸起区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768

'""! %

；济源
2

开封凹陷区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8+$'( %

；通许凸起区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8

''&' %

；周口凹陷区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
$&'8

+!"" %!

五大构造单元地热井取水段平均深度为这些

地区施工地热井深度确定提供了依据
!

+

）新生界在济源
2

开封凹陷的郑州以东地段，地

热水可采资源模数大于
!"?'"

;

>@">%

!·
4

，热水资源丰

富；在济源
2

开封凹陷的西段，地热水可采资源模数
'"A

'"

;

,!"A'"

;

>@">%

!·
4

，热水资源较丰富；其他
$

个构造

单元地热水可采资源模数介于
'A'"

;

,'"A'"

;

>@">%

!·
4

之间，热水资源一般
!

地热水资源分布深度不一，其中

在通许凸起和内黄凸起内埋藏相对较浅，开采条件相

对较好
!

$

）汤阴断陷区目前有地热井
!&

眼，地热井密度

'*6

眼
"'"" >%

!；内黄凸起区目前有地热井
!"

眼，地热

井密度
"*!

眼
"'"" >%

!；济源
2

开封凹陷区目前有地热

井
&"

眼，地热井密度
"*;

眼
"'"" >%

!；通许凸起区目前

有地热井
+";

眼，地热井密度
'*"'

眼
"'"" >%

!；周口凹

陷区目前有地热井
77

眼，地热井密度
"*;!

眼
"'"" >%

!

!

除汤阴断陷、通许凸起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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