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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环境调查院、河南省郑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河南省深部探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地热能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晓颖、任静、毛豪林、田大永、王晓飞、杨伟斌、王殿辉、张娅、霍光杰、

王广华、马超振、申鹏凯、李亚美、宋高举、于芳、吕小冬。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DB41/T 2473—2023 

1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原则、工作等级、论证范围、用水合理性分析与

节水评价、取水水源论证、取水与回灌影响论证、退水影响论证和综合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615—2010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0721—2014  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5580—2017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 51040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DZ/T 0331—2020  地热资源评价方法及估算规程 

DBJ41/T 184  河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寒冷地区＜75 %）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水热型地热供暖 

以赋存于地表以下至4000 m深度、温度大于等于40 ℃的地热水为热源，直接或间接提取其热量用于

供暖的方式。 

 

地热水可开采量 

在经济合理、技术可行且不引起生态环境恶化条件下，可从热储层中开采利用的最大地热水量。 

 

地热水可开采热量 

可开采的地热水所携带的、能被经济利用的热量。 

 

采灌比 

地热水开采井数与回灌井数比值。 

 

单井回灌率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DB41/T 2473—2023 

2 

单个地热井最大回灌量与实际出水量的比值。 

4 总则 

论证原则 

水资源论证应遵循下列原则： 

a) 国家地热供暖产业政策、节能降碳政策； 

b) 区域地热供暖发展规划、供热规划、地热开发利用规划、水资源规划、矿产资源规划； 

c)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d) 地下水管理办法； 

e)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f) 不损害相关利益方合法权益。 

论证内容与方法 

4.2.1 水资源论证应包含下列内容： 

a) 建设项目概况分析； 

b) 区域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c) 用水合理性分析与节水评价； 

d) 取水水源论证； 

e) 取水与回灌影响论证； 

f) 退水影响论证； 

g)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 

h) 综合评价。 

4.2.2 论证方法应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勘查与试验、分析计算等。对于改建和扩建项目，应在

对已建项目实际取水量、用水量、耗水量、回灌量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水资源论证工作。 

论证工作程序 

4.3.1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程序包括准备阶段和论证阶段。工作程序按附录 A。 

4.3.2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基本情况表按照附录 B 编制，节水评价登记表参见

附录 C。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提纲参见附录 D。 

资料收集 

4.4.1 按照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要求开展基本资料收集与调查。基本资料应

包括： 

a) 国土空间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供热规划、地热开发利用规划、地

热供暖规划、矿产资源规划、区域水资源管理及保护控制目标等； 

b)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报告等前期工作成果及有关审查意见，

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有关意见等； 

c) 工作范围内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水文地质、地热地质、供暖、社会经济等现状资料，近 3

年～5年水资源（含地热水）及其开发利用现状、存在问题等； 

d)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内地热勘查报告，已建的地热水取水设施状况，现状水位、水质、水温、

取水量和回灌量，已建地热井竣工报告、地热井成井柱状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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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资料缺乏或不能满足论证要求时，应补充必要的现场试验与监测。 

5 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论证范围与水平年 

论证工作等级 

5.1.1 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应由地热水取水水源、取水与回灌影响、退水影响分类中不同分类指标的

最高级别确定。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按表 1划分。 

表1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工作等级划分 

分类 分类指标 
等级划分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热水取水水源 

地热水开发利用程度/% ≥70 70～30 ＜30 

日均取水量/m
3
 ≥3000 1000～3000 ＜1000 

供暖面积/m
2
 ≥150000 50000～150000 ＜50000 

取水层位 多层
a
/不同水质

b
 多层

a
/同水质 单层 

地热地质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单井回灌率/%
 

≤25 25～90 ＞90 

取水与回灌影响 

水质影响
c
 明显 较明显 不明显 

水温影响 明显 较明显 不明显 

水位影响 明显 较明显 不明显 

对水文地质环境影响 敏感 较敏感 不敏感 

第三者用水户 
对第三者用水户 

影响显著 

对第三者取用水 

影响较显著 

对第三者取用水 

影响轻微 

退水影响 

水质影响 明显 较明显 不明显 

水温影响 明显 较明显 不明显 

水位影响 明显 较明显 不明显 

对水文地质环境影响 敏感 较敏感 不敏感 

第三者用水户 
对第三者用水户 

影响显著 

对第三者取用水 

影响较显著 

对第三者取用水 

影响轻微 

a  
指取水层位由多个含水层(组)构成一个含水层(组)。

 

b  
指因不同含水层中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不同，当发生混合或交换时可能导致水化学类型改变的情形。 

c  
指因曝气和温度变化，可能导致地下水水质产生的变化。 

5.1.2 对于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工艺系统所需循环补充水，其论证工作等级按 GB/T 35580—2017

中表 1确定。 

论证范围 

5.2.1 分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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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应根据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水环境条件、地热地质特征、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等条件，合理

确定分析范围。 

5.2.1.2 分析范围应包含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取水与回灌影响范围和退水影响范围等，可选择项目所

在地的行政区域作为分析范围。 

5.2.2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5.2.2.1 应根据分析范围所在的地热地质构造单元和项目所在地地热水开发利用现状，结合当地政府

相关部门划定的禁止和限制取水范围，综合确定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5.2.2.2 对于孔隙型热储，当含水岩(层)组所处的地热地质构造单元面积较大时，结合项目勘查成果

和论证中调查收集的资料，以项目影响区域向外适当延展作为论证范围，外延距离应根据开采影响半径

和采灌井布局综合确定；对于裂隙型热储和岩溶热储，应以地质构造确定论证范围。 

5.2.2.3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应覆盖项目取水和回灌导致地热水水位、地温场、水化学场发生改变的区

域。 

5.2.2.4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应在满足论证深度要求的地热地质底图上绘制，标注已有取水构筑物和

建设项目拟建开采井与回灌井平面位置、数量、坐标、井口标高、开采层位与开采量、第三者用水户等。 

5.2.3 取水与回灌影响范围 

5.2.3.1 取水与回灌影响范围应包括因建设项目取水和回灌引起地下水动态（水量、水位、水质、水

温）变化的区域及其诱发环境地质问题的区域。 

5.2.3.2 取水与回灌影响范围应考虑与周边水热型地热供暖工程或地热取水工程的相互影响。 

5.2.3.3 对于非垂直开采井和回灌井，应根据其成井工艺、井间距、单井开采影响半径等综合确定取

水与回灌影响范围。 

5.2.4 退水影响范围 

应符合 GB/T 35580—2017中 5.3.4规定。 

水平年 

5.3.1 现状水平年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最近年份。 

5.3.2 规划水平年的确定应考虑项目建设计划和投入运行时间，并与区域地热开发利用、地热供暖等

有关规划的水平年相协调。 

6 建设项目概况分析 

一般规定 

6.1.1 应从项目建设规模、采用的供暖技术及工艺和设备、设计运行参数等方面，分析建设项目与地

热产业政策、节能降碳政策、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政策、水资源规划、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供热规划、

地热开发利用规划等的相符性。 

6.1.2 应根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文件、设计文件和勘查资料进行建设项目概况分析， 

提出建设项目取水（热）方案、用水（热）方案、回灌方案及退水方案。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6.2.1 建设项目概况应包括建设地点、占地面积、建设规模、总投资、建设计划和进度安排等，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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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总平面布置图和采灌井井位布设图，图上应标注建设项目位置坐标和井位坐标、

井口标高。 

6.2.2 应说明项目供暖设备、供暖工艺、循环方式和年运行时数，以及是否具有天然气、电力调峰设

备等辅助供热工艺，是否符合国家节能降碳等政策要求。 

6.2.3 改建和扩建项目应说明已建项目的运行及建设情况、供暖工艺、规模、装置等。 

取用水（热）方案 

6.3.1 应说明建设项目取用地热水的类型、开采井布设方式及位置、开采井最大和最小井间距、数量、

开采井的设计参数（设计取水规模、井深、目标热储层及有效热储厚度、设计单井取水量、总取水量、

水温、保证率）、开采井运行方式等。 

6.3.2 新建项目应说明循环补充水取水类型、设计取水规模、取水量和保证率。 

6.3.3 新建项目应说明主要用水环节及用水量、水质要求及循环过程、运行期间自然损失等，明确项

目采取的节水措施方案、节水技术与配套节水设施，并附建设项目用水工艺流程图。 

6.3.4 改建和扩建项目应说明已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批复、取水许可、回灌效果、节水设施运行、取

水设施验收及运行等情况，明确改建和扩建项目与现有取水工程的依托关系，说明改扩建后该建设项目

的取水量、用水量、回灌量变化情况。 

回灌方案 

6.4.1 应说明回灌井的布设方式、数量、位置、井深、结构、设计参数、井间距、回灌温度。 

6.4.2 应说明回灌工艺、回灌方式、回灌目标热储层及有效热储厚度、总回灌量、单井回灌量、采灌

比、回灌水质。 

退水方案 

6.5.1 新建项目应说明退水地点、退水方式、退水量、退水水质和退水过程。 

6.5.2 改建和扩建项目应说明已建项目退水处理现状，明确改建和扩建项目与现有退水处理工程的依

托关系，分析业主提出的改扩建后该建设项目的退水量变化情况。 

7 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区域水资源状况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7.1.1 简述分析范围内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河流水系、社会经济情况、水文地质条件、地热地质条

件、水资源开采总量和开采强度指标落实情况，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节水潜力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7.1.2 简述地下水超采区和限采区的类型、层位、分布、数量、面积、超采程度及治理状况等，明确

超采区、限采区与目标热储层的关系。 

地热地质条件 

阐述分析范围内地热地质条件、主要开发利用热储层（组）埋藏条件、补径排条件和地热资源储量

等。 

区域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7.3.1 分析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应包括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地热井数量、开采量、开采层位、

地下水水位降深和降深年变化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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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应根据已有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运行的监测成果，分析地热资源开采对区域地下水水位、

温度场、水质等的影响，分析深层地热水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应根据区域地热水热量开采系数和水位年降幅分析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潜力。 

8 用水合理性分析与节水评价 

用水合理性分析 

8.1.1 论述地热供暖系统工作的基本原理和用水过程。 

8.1.2 分析项目用水量、耗水量和回灌量的关系（绘制水量平衡图），计算建（构）筑物热负荷指标、

地热水有效利用率，根据相关定额标准和规范，评价建设项目用水水平。 

8.1.3 对于改建和扩建项目，应分析本项目与已建项目取水、用水和退水之间的关系，计算本项目用

水指标，绘制整个项目的水量平衡图。 

8.1.4 新建项目应根据设计资料提供的建筑参数热负荷计算需水量，设计资料未提供时参照 GB/T 

51074—2015表 4.3.3-1计算。按照 GB 50189、DBJ41/T 184要求分析建筑物热负荷设计指标的合理性。

改建和扩建项目可结合已建项目实际采暖指标开展采暖热负荷计算。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应考虑调峰

热负荷指标、正常天气和极端天气下热负荷指标来计算不同条件下需水量。 

8.1.5 可根据建（构）筑物热负荷量、供暖建筑面积和设计换热温差,计算系统平均需水量。计算方法

见公式(1)。 

 Gh =
3600×Qh×(1−1/ACOP )

ρw ×cw ×(tdi −tdo)
 ··························································· (1) 

式中： 

Gh     —— 地热水平均需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Qh     —— 冬季建筑基本热负荷，单位为千瓦（kW）； 

ACOP —— 水源热泵机组全年综合性能系数，取值按 GB/T 30721—2014表 1规定； 

ρw     —— 地热水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cw     —— 地热水定压比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tdi     —— 地热水供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do   —— 地热水回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8.1.6 可根据系统平均需水量和年取水时间，核定项目年取水总量。计算方法见公式(2)。 

 Ga =Gh×T ··········································································· (2) 

式中： 

Ga  —— 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T  —— 年设计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节水评价 

8.2.1 计算循环用水系统水量损失率，宜包括地热水试抽试验外排水量损失、回扬用水量损失和循环

补充水损失。 

8.2.2 评价建设项目热负荷指标、循环用水系统水量损失率、回灌率等指标的节水潜力。 

8.2.3 分析评价建设项目的用水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等的合理性,核定是否属于节水型项目。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陕

西
省
地
热
协
会

ww
w.
sx
sd
rx
h.
co
m



DB41/T 2473—2023 

7 

8.2.4 按照各用水环节对水量和水质的要求，提出取用水设施与输水管网的节水措施和节水指标控制

建议。 

8.2.5 对于改建和扩建项目，应说明已建项目的节水评价内容，分析已建项目的节水潜力。 

项目取水量核定 

应在分析论证用水工艺、用水过程和节水潜力的基础上，核定建设项目用水量和总取水量。 

9 取水水源论证 

一般规定 

9.1.1 开展水热型地热供暖取水水源论证的建设项目，应从地热储量、地热水可开采量、地热水可开

采热量、地热水温度、地热水水质等方面进行论证。无法满足对应精度要求时，应通过施工地热地质勘

探井、降压和回灌试验等工程手段，在获取相关水文地质参数的基础上开展论证。 

9.1.2 取水水源论证按照论证工作等级确定论证深度。取水水源论证深度应符合表 2要求。 

表2 取水水源论证深度要求 

类别 
取水水源论证深度要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热地质条件分析 

详细阐述论证范围地热地质

条件和含水岩组特征，明确目

标热储层 

阐述论证范围地热地质条件

和含水岩组特征，明确目标热储

层 

阐明主要含水岩组分布特

征、目标热储层的地热地质

特征 

地热资源勘查精度 

应达到可行性勘查阶段或经

论证满足可行性勘查阶段精度

要求 

应达到预可行性勘查阶段或

经论证满足预可行性勘查阶段

精度要求 

应达到调查阶段或经论证

满足调查阶段精度要求 

地热地质剖面（图） ≥2 1 1 

降压和回灌试验 

至少带有一个观测孔的主孔

降压试验： 

主孔降压试验3个落程 

主孔回灌试验3个落程 

单孔降压试验3个落程 

单孔回灌试验3个落程 

单孔降压试验1个落程 

单孔回灌试验1个落程 

放喷试验 

至少带有一个观测孔的主孔

放喷试验： 

群孔试验延续时间≥30 d 

单孔试验延续时间≥15 d 单孔试验延续时间≥15 d 

水文地质参数获取精度 现场测试为主 现场测试结合经验值 现场测试结合经验值 

地热资源评价与预测 数值模型法 数值模型法或解析法 解析法或类比分析法 

开采井、回灌井动态监测 明确动态监测方案 提出监测方案建议 提出监测项目建议 

9.1.3 对于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工艺系统所需循环补充水，其论证深度应符合 GB/T 35580—2017

相关规定。 

取水水源论证 

9.2.1 地热水可开采量和地热水可开采热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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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1 根据论证范围地热储量，结合项目开采和回灌方案，建立地热概念模型，按照 GB/T 

11615—2010附录 C和 DZ/T 0331—2020附录 C计算天然开采状态下和回灌条件下目标热储层地热水可

开采量和地热水可开采热量。 

9.2.1.2 根据地热水可开采量和地热水可开采热量评价结果，结合论证范围内已有用户和规划用户的

开采量，计算建设项目可利用的地热水量和热量。 

9.2.2 地热水水质和水温评价 

9.2.2.1 应按照 GB/T 14848评价地热水水质。 

9.2.2.2 应按照 GB/T 11615—2010评价地热水的腐蚀性和结垢性： 

a) 地热水中氯离子含量＜25％时，地热水结垢性和腐蚀性评价可采用雷兹诺指数计算。计算方

法见公式（3）和公式（4）。 

 RI =2pHs − pHa ······································································· (3) 

 pHs = -log[Ca 2+] − log[ALK]+Ke ························································ (4) 

式中： 

RI   —— 雷兹诺指数； 

pHs  —— 计算出的pH值； 

pHa  —— 实测的pH值； 

Ca 2+ —— 地热水中钙离子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ALK  —— 地热水中HCO3
-
离子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Ke     —— 常数。当总固形物200 mg/L～6000 mg/L时，取值1.8～2.6之间。温度大于100 ℃时取低

值，低于50 ℃时取高值。 

b) 地热水中氯离子含量＞25％时，地热水结垢性和腐蚀性评价可采用拉申指数计算。计算方法

见公式（5）。 

 LI =
CL-+SO4

 2-

ALK
 ········································································ (5) 

式中： 

LI   —— 拉申指数； 

CL-   —— 氯化物或卤化物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SO42- —— 硫酸盐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ALK  —— 总碱度，地热水中HCO3
-
离子的浓度, 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地热水的腐蚀性和结垢性评价指标见表 3。 

表3 腐蚀性和结垢性评价指标 

LI 取值 腐蚀性评价 RI 取值 结垢性评价 

＜0.5 无腐蚀 ＜4.0 结垢非常严重 

0.5～3.0 轻腐蚀 4.0～5.0 结垢严重 

3.0～10.0 强腐蚀 5.0～6.0 结垢中等 

— — 6.0～7.0 结垢轻微 

— — ＞7.0 不结垢 

9.2.2.3 地热水水质和水温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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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改建和扩建项目，应评价项目运行前后抽回灌水质、水温差异性； 

b) 对于新建项目应根据论证工作等级要求，通过现场测试和地热供暖井的水质、水温观测资料

收集等手段开展评价。 

9.2.3 取水水源可靠性分析 

9.2.3.1 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或开采地热资源易发生地质环境问题的地区，应分析水文要素、

含水岩组渗透系数、以及地质环境变化等因素引起的取水不确定性。 

9.2.3.2 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地热水可开采量、地热水可开采热量、水质和水温评价成果，分析论证取

水水源的可靠性。 

10 取水与回灌影响论证 

影响分析 

10.1.1 水热型地热供暖项目所开采的地热水，应采取采灌分离(开采、回灌发生在不同的井中)方式，

应实现等量同层回灌。 

10.1.2 分析预测开采与回灌对区域地热资源的影响，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分析预测开采与回灌对区域地热水流场的影响； 

b) 分析预测开采与回灌对地热水水质的影响，重点分析回灌前后目标热储层组水质的差异，回

灌水质应不劣于回灌热储层组水质；  

c) 根据采灌井的结构、空间布局和运行方式，结合目标热储层渗透系数、弹性释水系数、热传

导、对流传热等水文地质参数，分析预测开采与回灌对地热水温度场影响。 

10.1.3 论证建设项目取水与回灌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及影响程度。针对建设项目对其他用水户影响程

度，明确需进一步采取的补救措施，涉及影响损失的应提出补偿方案建议。 

10.1.4 分析地热井含砂量变化趋势，论证取水开采是否造成地面沉降影响。 

取水与回灌方案合理性与可行性评价 

10.2.1 根据现场测试或论证范围内同层位地热井回灌试验成果确定水文地质参数，计算分析回灌能力，

必要时采用加压回灌方式。                                                

10.2.2 根据回灌能力和项目场地条件，分析地热井间干扰程度，论证井间距设计、开采井和回灌井数

量设置合理性。开采井和回灌井的布局应满足所在规划供暖区域的整体布局要求。 

10.2.3 根据影响预测分析，论述取水和回灌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11 退水影响论证 

退水方案 

核定建设项目退水方案，包括正常运行中地热供暖系统循环补充水的退水方案和正常运行前洗井、

试验外排的地热水退水方案。 

退水影响分析 

分析建设项目退水对区域水资源、水生态和水功能的影响，明确影响程度和范围。明确因建设项目

退水而受到影响的其他用水户和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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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 

一般规定 

12.1.1 应根据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的用水工艺和过程，提出建设项目取用水、回灌和退水各环节

的水资源节约管理和保护措施。 

12.1.2 应根据取水和退水影响，提出减缓、控制建设项目取水和退水对水功能影响的水资源保护措施。 

节水措施 

12.2.1 新建项目应制定节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水设施。改建和扩建项目应提出整个项目的节水措

施方案和配套节水设施。 

12.2.2 明确提出建设项目应建立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入使用制度落实的

具体措施。 

12.2.3 明确提出建设项目取水、用水、回灌水量与水质监测措施。 

12.2.4 应根据 GB/T 24789相关要求制定用水计量设施安装方案。 

保护措施 

12.3.1 根据取水与回灌及退水影响的论证结论，提出加强水资源保护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12.3.2 建设与运行涉及重要供水水源地和重点水生态功能区的项目，应根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管理和

水资源保护要求提出退水处理方案。 

12.3.3 应根据水功能区保护、地下水资源保护等要求，提出地下水水质异常、地下水水位异常下降应

急处理方案，明确避免或减少工程建设与运行对地下水影响的具体措施。 

管理措施 

12.4.1 应根据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提出由建设项目实施的水资源动态监测

要求。具体要求应符合表 4 规定。 

表4 水资源保护与动态监测 

技术内容 

要    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水资源动

态监测 

取水量 
各井、逐月 

（供暖期逐日） 

各井、逐月 

（供暖期逐日） 

代表性开采井和回灌井 

供暖期逐日观测 

回灌量 
各井、逐月 

（供暖期逐日） 

各井、逐月 

（供暖期逐日） 

代表性开采井和回灌井 

供暖期逐日观测 

水位 
各井、逐月 

（供暖期逐日） 

各井、逐月 

（供暖期逐日） 

代表性开采井和回灌井 

供暖期逐日观测 

水质 
单井≥3 次 

单井开采后、停采前 3 日内 

单井≥2 次 

单井开采后、停采前 3 日内 

2 次 

开采后、停采前 3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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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水资源保护与动态监测（续） 

技术内容 

要    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水资源动

态监测 

水温 
各井、逐月 

（供暖期逐日） 

各井、逐月 

（供暖期逐日） 

代表性开采井和回灌井 

供暖期逐日观测 

含砂量 单井 2 次/年 单井 2 次/年 单井 1 次/年 

水资源保护措施与建议 
提出关于运行期的水资源监测与保护建议、相应的工程与非工程措施 

提出系统服务期后的地热井处置措施 

注1：抽水量、回灌量、水位、水温采用在线监测。 

注2：水质和含砂量同步监测。 

12.4.2 按照 GB/T 51040 规定，提出取水和回灌水量计量、含砂量、水质与水温动态监测、退水水量

计量和水质监测的设施配备要求。对于年取水量达到 5 万 m
3
以上的建设项目，取水量和回灌量按照地

下水管理办法规定安装在线计量设施。 

12.4.3 对于回灌效率有可能下降并导致回灌率达不到地下水管理办法、取水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的项目，

应提出水资源保护和补救措施。 

12.4.4 回灌水质应不劣于回灌热储层水质。 

12.4.5 地热井含砂量应小于 1/200000（体积比）。 

12.4.6 应制定含砂量、水质、水温监管与异常处理方案。 

12.4.7 系统服务期满后应明确换热系统的处置措施。 

12.4.8 应定期开展洗井维护、回扬试验和采灌井交换运行。 

12.4.9 应在建设项目周边设置地面沉降监测水准点，定期进行地面沉降量监测。 

13 综合评价 

结论 

13.1.1 应在合理分析区域水资源和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建设项目用水合理性、取水

水源可靠性、取水与回灌影响、退水影响、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管理的具体措施，综合评价建设项目取水

的可行性和应满足的前提条件，从而提出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结论。 

13.1.2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提出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不可行的结论： 

a) 对区域地下水资源、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且危害重大难以补救的； 

b) 对供水水源地、重要泉域、重要湿地及重要用水户造成重大影响，且难以补救的； 

c) 建设项目位于地热开发禁采区的（含水层回灌率低于 90％、回灌井与抽水井数量倍比大于等

于 4）；  

d) 建设项目位于地热开发不适宜区的（地热井单位产量小于 5 m
3
/d·m）； 

e) 取水与回灌不是同一井深、同一结构且热储层顶板和底板埋深不一致的； 

f) 可能与其他用户产生重大水事纠纷，且无合理解决方案的； 

g) 不符合 GB/T 35580—2017中 13.1.2规定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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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取水方案、用水工艺、用水过程、回灌方案和退水方案，应提出加强建设项目用水管

理、提高建设项目水循环利用量和回灌利用率、完善项目用水计量统计、减缓水环境影响、节能降碳等

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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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程序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程序按图A.1。 

 

图A.1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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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基本情况表样式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基本情况表样式按表B.1。 

表B.1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基本情况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建设单位  报告书编制单位  

建设项目审批机关  取水许可审批机关  

所属行业  建设项目现状  

建筑物面积/m
2
  设计服务年限  

供暖面积/m
2
  热负荷总量/W  

业主的用水需求 （取水量、取水水源、取水地点） 

二．等级、水 

平年和论证范

围 

论证工作等级  现状水平年  

分析范围/km
2
  规划水平年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km
2
  退水影响范围/km

2
  

取水与回灌影响范围/km
2
  

三．分析范围

内控制指标情

况 

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m
3
  实际取用水总量/m

3
  

用水效率指标：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
3
  

实际用水效率指标：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
3
 

 

四．取水与回

灌方案 

地热井位置

和坐标 

开采井位置和坐标  
地热井数量/（眼）  

回灌井位置和坐标  

开采和回灌热储层顶、底板埋深/m  目标热储层厚度/m  

取水时间/h  日均取水量/m
3
  

日最大取水量/m
3
  用水保证率/%  

年取水量/m
3
  回灌井数量/（眼）  

年回灌水量/m
3
  目标热储层岩性  

单井回灌率/%  采灌比  

五．取水与回 

灌影响 

对水量的影响  

对水质的影响  

对水温的影响  

对区域地下水环境和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六．退水情况

及其影响 

年退水量/m
3
  主要污染物  

退水方式  主要污染物总量/m
3
  

退水口位置及所在水功能区  退水水域或水功能区  

对区域水环境和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七．水资源节

约、保护及管

理 

用水管理措施  

节水措施  

水资源保护措施  

八．监测措施 

水量 (监测点位置/点数/频次) 

水位 (监测层位/点数/频次) 

水质 (监测层位/点数/指标/频次) 

水温 (监测点位置/点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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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节水评价登记表样式  

水热型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节水评价登记表样式见表C.1。 

表C.1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节水评价登记表 

项目名称  

一.基本情况 

委托单位  承担单位  

所在行政区域和流域  分析范围  

二.区域水资源条

件 
年降水量/mm  

年蒸发量 

mm 
 

人均水资源量 

m
3
 

 

三.用水量与生产

指标 

指标名称 

前三年 
现状 

水平年 

规划 

水平年 

     

核定后建设项目年 

地热水取水量/m
3
 

     

供热人口/（人）      

供暖建筑面积/m
3
      

年运营收入/(万元)      

四.节水指标 

指标名称 现状水平年 规划水平年 
国内现状 

平均值 

河南省 

现状平均值 

河南省 

现状先进值 

热负荷指标（W/m
2
)      

管网漏失率/%      

回灌率/%      

自选指标1      

自选指标2      

自选指标3      

五.用水定额 

单位供暖面积年用水量 

L/m
2
  

现状水平年 

L/m
2
  

规划水平年 

L/m
2
  

国家或省级管控要求 

L/m
2
  

    

六.取水规模 现状水平年/m
3
  规划水平年/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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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附 录 D  

（资料性）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提纲 

D.1 总论 

D.1.1 项目来源 

D.1.1.1 委托单位 

D.1.1.2 委托单位与工作过程 

D.1.2 水资源论证目的和任务 

D.1.3 编制依据 

D.1.4 论证工作等级与水平年 

D.1.5 水资源论证范围 

附分析范围图、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取水与回灌影响范围图和退水影响范围图。 

D.2 建设项目概况分析 

D.2.1 基本情况 

包括建设地点、规模、工艺设备、供暖方案、投资规模、实施意见等。 

D.2.2 项目与有关政策、有关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D.2.3 供暖工艺技术介绍 

D.2.4 建设项目取用水方案  

D.2.5 建设项目回灌方案、退水方案 

附建设项目平面位置图（附坐标），开采井、回灌井平面布置图（附坐标）。 

D.3 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D.3.1 基本情况 

D.3.1.1 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状况 

D.3.1.2 水文气象 

D.3.1.3 河流水系与水利工程 

D.3.1.4 水文地质条件 

D.3.1.5 地热地质条件 

D.3.2 水资源状况 

D.3.2.1 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特点 

D.3.2.2 水资源质量状况（即分析范围内河流湖库水质情况） 

D.3.2.3 地下水禁采区、超采区、限采区分布 

D.3.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D.3.3.1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D.3.3.2 水资源管理双控指标及其落实情况 

D.3.3.3 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及存在问题 

D.3.4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D.3.4.1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D.3.4.2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D.3.4.3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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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用水合理性分析与节水评价  

D.4.1 用水节水工艺和技术分析 

D.4.1.1 地热供暖工艺用水分析 

D.4.1.2 节水技术分析 

D.4.2 用水过程和水量平衡分析  

D.4.2.1 各用水环节水量分析 

D.4.2.2 水量平衡分析 

附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平衡图。 

D.4.3 用水水平评价 

D.4.3.1 用水水平指标计算与比较 

D.4.4 节水评价  

D.4.4.1 节水工艺与措施介绍 

D.4.4.2 节水水平评价 

D.4.4.3 节水存在的主要问题 

D.4.4.4 节水潜力分析 

D.4.4.5 节水保障措施 

D.4.5 需水量核定 

D.4.5.1 核减前后水量变化情况说明 

D.4.5.2 合理需水量的核定 

D.5 取水水源论证 

D.5.1 论证区地热地质条件分析 

D.5.2 论证区地热温度场特征分析 

D.5.3 地热资源计算 

D.5.3.1 地热资源储量计算 

D.5.3.2 地热水可开采量和地热水可开采热量计算 

D.5.3.3 开采条件下地热水水位降深和温度场预测 

D.5.3.4 回灌条件下地热水水位降深和温度场预测 

D.5.3.5 地热水水质和水温评价 

D.5.3.6 取水可靠性分析 

附论证范围内的地热地质图、地热地质剖面（图）。地热地质图应能反映出论证范围内地热地质条

件、热储资源量、单位产能。地热地质剖面（图）应充分反映论证范围内不同层位热储分布结构。 

D.6 取水与回灌影响论证 

D.6.1 对区域地热资源的影响 

D.6.1.1 对区域地热水水位的影响 

D.6.1.2 对区域地温场的影响 

D.6.1.3 对区域地热水水质的影响 

D.6.2 对其他用户的影响 

D.6.2.1 对其他用户取用水条件的影响 

D.6.2.2 对其他用户权益的影响 

D.6.2.3 取水影响补救措施 

D.6.3 取水与回灌方案合理性、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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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退水影响论证 

D.7.1 退水方案 

D.7.1.1 退水总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规律 

D.7.1.2 退水处理方案 

D.7.2 对区域水环境的影响 

D.7.3 对其他用户的影响 

D.7.4 退水影响补救措施 

D.8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 

D.8.1 节约措施  

D.8.2 保护措施  

D.8.3 管理措施 

D.9 论证结论与建议 

D.9.1 结论 

D.9.1.1 建设项目用水量及合理性 

D.9.1.2 建设项目取水方案及水源可靠性 

D.9.1.3 建设项目回灌方案及可行性 

D.9.1.4 建设项目退水方案及可行性 

D.9.1.5 取水和退水影响补救措施 

D.9.2 存在问题及建议 

D.10 附件 

D.10.1 附表  

D.10.1.1 抽水试验和回灌试验综合成果表 

D.10.1.2 水位、水量、水温动态观测成果统计表 

D.10.2 附图 

D.10.2.1 水资源论证分析范围图、论证范围图、取水与回灌影响范围图、退水影响范围图 

D.10.2.2 建设项目平面位置图（附坐标） 

D.10.2.3 地热开采井和回灌井平面布设图（附坐标） 

D.10.2.4 分析范围地热地质图 

D.10.2.5 论证范围地热地质图及相应比例尺的地热地质剖面图（根据工作等级确定比例尺精度） 

D.10.2.6 勘探（生产）井柱状图 

D.10.2.7 开采井和回灌井水质监测报告 

D.10.2.8 目标热储层降压和回灌试验综合成果图 

D.10.3 项目合法性文件 

D.10.3.1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委托书 

D.10.3.2 水热型地热供暖建设项目相关批复性文件和可支撑性文件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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