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

DZ/T 0225—2009

浅层地热能勘查评价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2009-07-29 发布 2009-07-3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发 布



DZ/ T 0225—2009

目 次

前言 ....................................................................................................................................................................... I

引言 ......................................................................................................................................................................Ⅱ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总则 ................................................................................................................................................................... 2

5 区域浅层地热能调查 ......................................................................................................................................3

6 场地浅层地热能勘查 ......................................................................................................................................5

7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评价 ............................................................................................................................. 7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计算方法 ..................................................................................................................... 9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岩土热物性参数 ....................................................................................................... 13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勘查设计编写要求 ................................................................................................... 14

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勘查报告编写要求 ................................................................................................... 15

附录E (资料性附录) 数值模型 ................................................................................................................... 16

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大地热流确定方法 ................................................................................................... 17

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地源热泵水质要求 ................................................................................................... 18



I

DZ/T 0225—2009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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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浅层地热能是地热资源的组成部分。为规范浅层地热能的勘查与评价，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浅层

地热能资源，特制定本标准。

标准编制中总结了当前浅层地热能勘查评价和开发利用的实践经验，吸收了国内外行之有效的技

术和方法。在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与完善，编制完成了本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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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热能勘查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浅层地热能勘查评价的任务、基本内容、区域浅层地热能调查和场地浅层地热能勘查

方法、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评价、勘查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等基本内容。

本标准给出了浅层地热能勘查设计书编制、工作布置、浅层地热能计算、报告编写、审批以及浅层地

热能利用和管理的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区域浅层地热能调查和场地浅层地热能勘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1615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50021—200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7—2001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GB/T 50123—1999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 50366—2005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浅层地热能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蕴藏在地表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中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热能。

注：是指通过地源热泵换热技术利用的蕴藏在地表以下200m以内，温度低于25℃的热能。

3.2

浅层地热容量 shallow geothermal capacity

在浅层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中储藏的单位温差热量。

3.3

浅层地热换热功率 heat exchanger power

从浅层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中单位时间内交换的热量。

3.4

地下水循环利用量 recycle groundwater circulation

从含水层中抽取利用后，完全回灌到原含水层中的地下水量。

3.5

恒温带 constant temperature layer

地面以下温度常年保持不变的地带。在自然状态下，该层热能受太阳能和大地热流的综合作用，地

球内热形成的增温带与上层变温带影响达到平衡，该层温度与当地年平均气温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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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浅层地热能换热系统、建筑物内系统组成

的空调系统。

3.7

地埋管换热系统 pipe heat exchanger system

传热介质(通常为水或者是加入防冻剂的水)通过竖直或水平地埋管换热器与岩土体进行热交换的

地热能交换系统，又称土壤热交换系统。

3.8

地下水换热系统 groundwater heat exchanger system -

通过地下水进行热交换的地热能交换系统，分为直接地下水换热系统和间接地下水换热系统。

3.9

地表水换热系统surface water heat exchanger system

通过地表水进行热交换的地热能交换系统，分为开式地表水换热系统和闭式地表水换热系统。

3.10

回 灌 试 验 reiniection test

向井中连续注水，并记录水位、水量的变化来测定含水层渗透性和水文 地质参数的试验。
3.11

现场热响应试验 in- situ thermal conductivtty test;in-situ hent transfer experiments

利用地埋管换热系统采用 人 工冷(热)源向 卷土体中连续加热( 冷) 并 记 录传热介质的温度变化和循

环量来测定岩土体热传导性 能的试 验。

3.12

热物性测试 thermophysfcal properties test

采用人工或天然热源对岩 土 体 样 品的热物理参数进行的测试

3.13

大地热流值 ground heat flux

大地热流是地球内热以传导方式传输至地表的热量，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的大地热流为大

地热流值。

3.14

容积法 volumettic assessment method

根据地质体的体积进行热容量计算的方法。

3.15

热均衡评价 geothermal balanced evaluation

对在一定时间内浅层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中的热能补给量、热能排泄量和储存热量进行的均衡

评价。

4 总则

4.1 浅层地热能勘查是对地表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中蕴藏的热能进行的地质

勘查。本规范是对 GB11615 的必要补充。

4.2 浅层地热能评价的目的是为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浅层地热能提供地质资料，减少开发风险，取得

最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4.3 浅层地热能勘查的主要任务是采用综合勘查方法，查明浅层地热能地质条件，确定可开发利用的

地区及合理利用量，进行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预测、经济成本评估，提出可持续开发利用的

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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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浅层地热能勘查分为区域浅层地热能调查和场地浅层地热能勘查两类。

5 区域浅层地热能调查

5.1 通则

5.1.1 区域浅层地热能调查的目的是为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和布局提供依据，主要任务是查明开

发利用规划区域浅层地热能条件、分布规律，进行适宜性分区和区域浅层地热能评价，为地源热泵工程

进行预可行性评价。

5.1.2 区域浅层地热能调查应在充分收集区域地质、水文地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根据实际需要补充

适当的地质、水文地质野外调查，在调查区布置钻探、取样测试，开展地温测量、现场热响应试验、抽水试

验、回灌试验等专项调查和试验工作。

5.1.3 区域浅层地热能调查设计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编写。设计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目的、任务、区

域地质研究程度、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技术路线、工作布置、实施方案、预期成

果、经费预算等。

5.1.4 区域浅层地热能评价内容应包括，划分换热方式适宜区；分区计算换热功率、浅层地热容量；论

证采暖期取热量和制冷期排热量的保证程度，进行浅层地热能热均衡评价，并进行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环境影响预测。

5.2 地质调查

5.2.1 收集水文、气象、地质、水文地质、地热地质资料及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成果，并进行分析、整理。

5.2.2 地质、水文地质调查应根据孔隙型、裂隙型和岩溶型含水层的特征确定具体调查内容，调查精度

应达到1:200000～1:50000的比例尺要求。

5.2.3 调查深度宜控制在地表以下200 m 深度内。调查内容应包括：岩土层岩性结构、含水层分布及

埋藏条件，地下水水位、水温、水质及动态变化，岩土体的热物理性质参数(热导率和比热容)及岩土体的

物理性质参数(孔隙率、含水率、密度),地温场自然分布特征及热响应规律。

5.3 适宜性分区

5.3.1 根据区域地质条件、换热方式及建设成本，进行适宜性分区，宜分为：适宜区、较适宜区和不适

宜区。

5.3.2 对于地埋管换热方式，浅层地热能适宜性分区主要考虑岩土体特性、地下水的分布和渗流情况、

地下空间利用等因素。竖直地埋管换热系统适宜性分区主要指标见表1

表 1 (竖直)地埋管换热适宜性分区

分 区

分区指标(地表以下200 m范围内)

综合评判标准第四系厚度/

m

卵石层总厚度/

m

含水层总厚度/

m

适宜区 >100 <5 >30 三项指标均应满足

较适宜区 <30或50～100 5～10 10～30
不符合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分

区条件

不适宜区 30～50 >10 <10 至少二项指标应符合

5.3.3 对于地下水换热方式，浅层地热能适宜性分区主要考虑含水层岩性、分布、埋深、厚度、富水性、

渗透性，地下水温、水质、水位动态变化，水源地保护、地质灾害等因素。主要指标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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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下水换热方式适宜性分区

分 区

单项指标

综合评判标准单位涌水量/

[m³/(d.m)]

单位回灌量
单位涌水量

地下水位

年下降量/

m

特殊地区

适宜区 >500 >80% <0.8
——

三项指标均符合

较适宜区 300～500 50%～80% 0.8～1.5
— 除适宜区和不适宜区以

外的其他地区

不适宜区 <300 50% >1.5

重要水源地

保护区 、地面沉

降严重区

任一项指标符合

5.3.4 地表水换热方武适宜性分区主要考虑的因素如下：水温、水质、流量、水位及其动态变化、湖泊和

水库的容积、深度、面积及其动态变化，地表水目前的用途和水源保护要求

5.4 勘查孔取样、测试及现场热响应试验

5.4.1 取样 测试及现场热响应试验应在地埋管换热适宜区和较适宜区内进行，目的是通过野外和室

内热物性测贰查明岩土体的热物理参数。

5.4.2 每 1 0 0 }m² 调查区应 不 少 于 3 个 勘 查 孔，每个勘查孔分别进行现场采样及热响应试验。

5.4.3 勘查孔取样及测试要 求：

a) 岩土层单层厚度大于1m 的，每层应取代表性的原状土样(砂、砾石层除外)。

b) 勘 查 孔 施 工 按GB50021 —2001市 8 2的规定执行 。

c) 岩土试样测试分析 按GB /T 50128--1999 的规 定执行。

5.4.4 现场热响应试验要求 ：

a) 在已钻好的勘查孔中理 设 换 热管并按设计要求回填。现场热响应试验应在测试理管安装完毕

至 少 4 8h后进行；

b) 现场热响应试验 时，应进行两次不同负荷的试验。当测试孔深度 在 8 0m～100 m时，大负荷

宜采用6 kW～10 kW,小负荷宜采用3 kW～5 kW;

c) 现场热响应试验首先做无负荷的循环测试，获取地层初始平均温度。温度稳定(变化幅度小于

0.5 ℃)后，观测时间不少于24 h;

d) 在获取初始平均温度后，开始对回路中的传热介质加热(冷)负荷。测试过程中热(冷)负荷和

流量应基本保持恒定(波动范围在±5%以内),管内传热介质流速不应低于0.2 m/s, 实 时 记

录回路中传热介质的流量和进出口温度。温度稳定(变化幅度小于1℃)后，观测时间不少于

24 h;

e) 每次加热(冷)负荷停止后，应继续观测回路的进出口温度，至温度稳定(变化幅度小于0.5℃)

为止，观测时间不少于12 h;

f) 应对现场测试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剔除因试验条件如气温等变化造成的异常数据；

g) 可在勘查孔周围布置地温观测孔，根据测试数据计算地埋管换热孔合理间距；

h) 现场热响应试验的仪器设备应定期(每年不少于一次)进行检验和标定。

5.5 抽水及回灌试验

5.5.1 抽水及回灌试验的目的是确定一定区域内地下水循环利用量和抽水井、回灌井的数量和布局。

5.5.2 抽水回灌试验应在地下水换热适宜区和较适宜区内进行，每100 km² 应不少于3处。试验井的

位置应具有代表性，试验井可为条件适宜的水井、已建或新建的换热井，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应专门施工

勘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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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抽水试验按 GB50027—2001 第6章的要求。根据抽水试验数据，分析确定合理的抽水量和井

间距。

5.5.4 回灌试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回灌试验宜采用定流量试验方法。试验前应测量静水位，试验时连续测量动水位，试验停止

后，测量恢复水位直到初始状态。水位的观测在同一试验中应采用同一方法和工具，测量精度

应读数到厘米。回灌量的测量，采用水表计量时，应读数到0.1m³; 用堰箱测量时，水面高度

应读数到毫米；

b) 回灌试验时，回灌井水位的稳定时间应不小于24 h,在稳定期间内，扣除试验前水位日变幅值

后的水位波动范围应在±10 cm 以内；

c) 回灌水水质应不低于回灌含水层地下水的水质，含砂量不大于1/20000(体积比)

d) 回灌试验结束后，应对井内沉淀物进行处理；

e) 根据抽水和回灌试验数据，确定灌采比(在抽水水位下降值和回灌水位上升值相同时的回灌水

量和抽水水量的比值)以及分析回灌井影响半径。

5.6 区域浅层地热能评价

5.6.1 区域浅层地热能评价的内容包括计算换热功率、浅层地热容量，采暖期取热量和制冷期排热量

及其保证程度评价。

5.6.2 计算面积应结合当地的土地利用规划确定，并扣除不宜建设浅层地热能换热系统的面积。

5.6.3 用体积法计算浅层地热容量，计算深度可根据当地浅层地热能利用深度确定，宜为地表以下

200m 深度以内。在计算浅层地热容量的基础上，可根据当地可利用温差，计算可利用的储藏热量。计

算参数可参照附录 B。

5.6.4 应在适宜性分区的基础上计算浅层地热能换热功率，计算方法参照附录A 和附录B。

5.6.5 计算地埋管换热适宜区和较适宜区的换热功率，在有地源热泵工程的地区可采取实际工程的平

均换热功率，在没有地源热泵工程的地区可采用现场热响应试验取得的单孔换热功率，并确定可开发利

用浅层地热能的面积，计算区域换热功率。

5.6.6 计算地下水换热适宜区和较适宜区的换热功率，在有地源热泵工程的地区，可采用实际工程的

换热功率；在没有地源热泵工程的地区，可采用抽水和回灌试验取得的水量和合理井距，确定满足技术、

经济和环境约束的区域地下水循环利用量，计算区域换热功率。

5.6.7 计算地表水的换热功率，宜用水量折算法计算区域换热功率。河流的水循环利用量应根据长系

列监测数据确定，应小于枯水年枯水季最小流量。湖泊、水库等地表水体水循环利用量应根据其深度、

面积确定。

5.6.8 当具有可靠的浅层地热能评价成果的条件下，在浅层地热地质条件类似地区可采用比拟法估算

换热功率和浅层地热容量。

5.6.9 根据区域浅层地热换热功率、采暖期和制冷期，确定采暖期取热量和制冷期排热量，并可根据当

地单位面积平均热负荷，估算供暖和制冷面积。

5.6.10 应进行区域浅层地热能均衡评价，论证取热量和排热量的保证程度。可分别计算大地热流(大

地热流的确定方法参照附录 F)、太阳能、周边热交换等热补给和热排泄量，并与采暖期取热量、制冷期

排热量以及区域储藏热量的变化量进行一年或多年期动态平衡论证。

6 场地浅层地热能勘查

6.1 通则

6.1.1 场地浅层地热能勘查的目的是查明工程场地浅层地热能条件，进行场地浅层地热能评价、浅层

地热能开发利用评价，为地源热泵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及设计提供基础依据。

6.1.2 勘查前应收集建设场地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地质、水文地质资料、已建地源热泵工程勘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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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情况等资料，选择适宜的浅层地热能换热方式，确定相应的勘查方法。

6.1.3 勘查范围为地源热泵工程换热系统工程建设场地。勘查技术方法包括物探、钻探、测试、试

验等。

6.1.4 场地浅层地热能评价的内容为：计算换热功率、浅层地热容量、采暖期取热量和制冷期排热量，

进行地下热均衡评价，论证采暖期取热量和制冷期排热量的保证程度，宜对开采利用情况下地下温度场

的变化和储藏热量的变化量进行预测评价。计算评价方法参照附录A 和附录 E。

6.1.5 场地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评价包括环境影响预测和经济成本评估，并提出开发利用方案。

6.2 地埋管换热方式浅层地热能勘查

6.2.1 主要内容：

a) 查明岩土层岩性结构、地下水位、地温场分布特征；

b) 通过勘查孔取样、测试分析获得勘查场地岩土体的天然含水率、孔隙率、颗粒结构、密度、导热

系数、比热容等；

c) 勘查孔应进行现场热响应试验，取得换热孔的有效传热系数、岩土体平均导热系数、地层初始

温度等参数，计算确定换热孔的合理间距；

d) 进行地埋管换热系统场地浅层地热能评价，提出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

6.2.2 勘查要求：

a) 水平地埋管换热系统工程，工程场地勘查采用槽探或钎探进行。探槽位置和长度应根据场地

形状确定，探槽的深度宜超过预计的埋管深度1m。竖直地埋管换热系统工程，工程场地勘查

采用钻探进行，勘查孔深度宜比预计的埋管深度深5 m;

b) 勘查工作量的布置，按表3确定。

表 3 探槽和勘查孔工作量

埋管方式
工程热负荷q/

kW

探槽、勘查孔数量/

个

水平
q≤25 1(探槽)

q≥25 ≥2(探槽)

竖直

q<250 1(孔)

250≤q<1000 1～2(孔)

1000≤q<2000 2～3(孔)

q≥2000 ≥3(孔)

注：工程热负荷取冷、热负荷中较大者。

6.2.3 勘查孔施工、取样及测试应符合5.4.3要求。

6.2.4 现场热响应试验应符合5.4.4要求。

6.3 地下水换热方式浅层地热能勘查

6.3.1 主要内容：

a) 查明工程场地范围内地层岩性结构、含水层类型及埋藏条件、地下水位等；

b) 勘查井应进行抽水和回灌试验。通过抽水试验获得单井出水量及相应的降深，水温，通过回

灌试验获得单井回灌量及相应的水位上升值；

c) 在勘查井中取样分析地下水水质，进行地球物理测井；

d) 根据技术、经济和地质环境保护的要求确定合理的地下水循环利用量和地下水抽、灌井距；

e) 进行地下水换热系统场地浅层地热能评价，提出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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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勘查要求：
a) 当工程场地及其附近已有较详细的水文地质勘查资料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少勘查工

作量；

b) 勘查井的布置应根据场地情况确定，工作量按表4确定；

表 4 勘查井工作量

工程热负荷q/

kW

勘查井数量/

个

q<500 1～2

500≤q<2000 2～3

q≥2000 ≥3

注：工程热负荷取冷、热负荷中较大者。

c) 勘查井的深度，应根据含水层或含水构造带埋藏条件确定， 一般宜小于200 m, 当有多个含水

层组且无水质分析资料时，应进行分层勘查，取得各层水化学资料；

d) 勘查井施工应符合 GB 50027—2001第5章要求；

e) 抽水试验应符合 GB 50027—2001第6章要求；

f) 回灌试验应符合5.5.4要求。

6.4 地表水换热方式浅层地热能勘查

6.4.1 主要内容：

a) 查明地表水水源性质、利用现状、深度、面积及其分布；

b) 查明地表水水温、流量及动态变化；

c) 查明地表水悬浮物、无机物、有机物、微生物及衍生物的含量；

d) 开式系统利用方式需进行过滤系统、换热系统、自清洗系统试验，闭式系统利用方式需进行水

下换热器的热响应试验。相似水源条件工程可采用类比法；

e) 确定地表水取水和回水适宜地点及路线；确定地表水循环利用量；

f) 进行地表水换热系统场地浅层地热能评价，提出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

6.4.2 勘查要求：

a) 应进行水量、水位、水温和水质动态监测工作，观测资料时间应不少于1个水文年；

b) 试验测试工作应在采暖期或制冷期的最不利的水源条件下进行；

c) 河流的水循环利用量应根据长系列监测数据所做的水文分析成果确定；

d) 湖泊、水库等地表水体水循环利用量应根据其深度、面积确定，应不影响生态环境；

e) 确定水源保证措施。

6.5 勘查设计和报告编写要求

6.5.1 勘查设计编写要求

编写设计前应进行现场踏勘，设计编写提纲及要求应按附录C 执行。

6.5.2 勘查报告编写要求

勘查工作完成后，应编写勘查报告，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应按附录D 执行。

7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评价

7.1 通则

7.1.1 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评价内容包括：环境影响预测、经济成本评估和开发利用方案制定。

7.1.2 环境影响预测的任务是评价和预测浅层地热能开发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和环境地质问题。

7.1.3 经济成本评估的任务是论证浅层地热能不同开发方式的建设、运行成本及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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