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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中国石化地热业务领域重点工作盘点年中国石化地热业务领域重点工作盘点

◤ 我国首座甲醇制氢加氢一体站建成投运

中国石化坚持把地热品牌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充分利用展览会等活动打造“高光时刻”，积
极宣介中国石化地热品牌。

2023年9月，由中国石化承办的2023年世
界地热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来自全球54个国
家的 1400余名参会人员在技术创新、产业发
展、互利合作等方面深入开展研讨交流。

在本届地热大会上，国际地热协会面向全
球首次发布《中国地热供暖推荐做法》国际标
准，这是全球地热领域发布的第一个行业标
准。该标准以我国地热供暖实践为参照，给
出了中低温水热型地热供暖的推荐做法，为

全球地热地暖产业提供了完善的技术标准参
照。闭幕式上发布的《北京宣言》为全球地热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
力。

会议期间，在国家会议中心同步举行了地
热能开发技术与装备特装展览，展厅占地面积
22000平方米，设置资源勘探、地热开发、集成
应用、合作交流4个主题展区，来自美国、德国、
英国、冰岛等 13个国家的 217家展商参展，参
展企业数量、展厅面积及展示品类均创历届地
热大会之最。同时，大会引入碳中和项目，通过
碳资产购买等创新解决方式，中和2023年世界

地热大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首次实现地热
大会“零碳办会”。

国务院领导评价“本届大会探讨地热能技
术创新产业发展之路，共商深化合作之策，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北极圈论坛主席、冰岛前总统
格里姆松称赞“本届大会是中国地热转型的里程
碑，更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里程碑”；国际地热协
会主席布洛格指出“很多地热界老朋友向我反
馈，本届大会是历届大会中最精彩的”。在2023
年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上，《中国石化成功打
造“中国地热高光时刻”》获评“2023年中国公共
关系优秀案例”。

坚持创新引领，用数智化赋能智慧供热。
2023年，中国石化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针
对已建地热余热场站分布散、运维依赖人工经验、
供能侧与需能侧匹配不佳的痛点，着力加快新能
源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与
企业管理深度融合产生的“聚变效应”，实现能源
开发、供应、使用等各环节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为保证按时、优质、高效供暖，中国石化在
2023~2024年供暖季前充分准备，详细制定清洁
供暖方案，通过自主开发新能源智慧化生产运维

管理平台，将738座地热余热站信息化数据接入
平台，80%以上的地热站点实现了“地热井-换热
站-供热单元-用户端”一体化调控和自动优化参
数。

中国石化依托信息化平台、自控系统和收
费客户服务系统进行联调联控，运维人员通过
实时监控数据，可对供回水温度、压力、流量、能
耗量等主要生产数据在线实时监控，并结合“跑
冒滴漏”、尾水回灌、用户室温、气候补偿器等专
项模块，实现负荷提前预测、运行策略优化、远程

参数调节和运行数据分析等，使供热更加精细
化、管理更加智能化。生产运维方式由过去的

“有人值守”变为“少人、无人值守+巡检”，大幅
降低了巡检、检维修人员劳动强度。

此外，中国石化创新服务方式，在河北、河
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成立供暖客服中心52
个，通过24小时客服热线，生产运维检修实现
了小时级别的响应，客户需求问题第一时间能
得到解决，资源利用率和供暖效率均得到有效
提升。

数智化建设，赋能高质量供热

打造“高光时刻”，提升品牌影响力

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巩固“领跑”地位
中国石化坚持高点定位、高端引领和资源

先行，加快推进北方“2+26”城市和汾渭平原11
个城市地热供暖业务，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
建设等重大战略，大力推广“地热+”“余热+”等
清洁供暖模式，规模化、效益化拓展地热供暖业
务。

中国石化积极探索地热供能与油气生产及
民用场景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建立油田地热开
发利用和“余热+多种能源”综合利用模式，助
力“油田”“热田”协同开发。中国石化持续加大
优质地热资源勘探力度，在运城临猗、濮阳南
乐、天津津南、开封西郊及咸阳北部获得勘探突

破，南乐县东部探井成功实现“东水西调”，天津
市区首口地热探井证实了雾迷山组岩溶热储具
有开发潜力。同时，优化市场布局，深化推广

“雄县模式”，积极扩大北京、天津、西安、青岛等
重点城市的地热规模，推动雄安新区雄东片区、
山西临猗等地项目建设落地。

作为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担任的“未来空间
深部地热领域创新联合体”牵头单位，中国石化
以科技作支撑，积极向深部地热领域进军，首口
地热科学探井——福深热1井在海口开钻，是我
国第一口5000米深高温地热探井，该井的成功
实施有助于摸清海南地热资源潜力，提高海南省
地热资源勘查和开发水平，引领我国中深层地

热资源勘探开发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中国石化
首口地热连通井——新星绿源陕西中天未来玥
U形地热连通井，安全顺利完成直井与水平井
的精准对接，是国内目前水平位移最长的地热
连通井，标志着中国石化在地热开发利用技术
探索中取得了积极进展。

依托政策支持和科技创新，截至2023年底，
中国石化清洁供暖能力超9500万平方米，比上
年增加15%，可为北京、天津、陕西、河北、河南、
山东、山西等11个省、直辖市70余个市县的百万
余户居民提供清洁供暖服务，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470万吨，持续保持行业领军者、市场领跑者地
位。

●工业余热利用项目

项目名称
燕山石化工业余热利用项目

地理坐标
北京房山区

情况简介
项目位于房山区燕山石化厂

区内，主要安装 3台热泵机组、5
台换热器、12台水泵及相关配套
设施。通过回收燕山石化工业装
置余热，采用高效清洁供暖技术
提取装置余热，替代消耗的部分
天然气、工业蒸汽；夏季利用热泵
机组制冷，向乙烯装置提供冷水，
有效降低乙烯装置能耗并适当提
高双烯收率。

应用效果
项目建成，预计可供热负荷

76兆瓦，覆盖燕山石化周边 117
万平方米的供暖区域，年供余热
量 53.7万吉焦、节约标准煤 1.9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88万吨。

●“地热+”综合能源项目

项目名称
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智慧综合

能源利用项目

地理坐标
河北雄安新区

情况简介
项目由中国石化新星绿源公

司承担综合能源设计、建设、运行
工作。目前，在园区开发了200米
以浅地热能，一期最大供热能力
2205千瓦、供冷能力3525千瓦。

应用效果
项目为园区提供冷、热、电能

源供给及热水服务，每年可减排二
氧化碳约3808吨。结合雄安新区
智能城市要求，运用数字孪生 3D
可视技术、5G、物联网技术等，构
建万物互联互通的综合能源物联
网体系，实现智慧能源调控管理，
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零碳低碳园
区供能模式。

●地热集中开发利用项目

项目名称
临猗能源岛地热趸热一期项目

地理坐标
山西临猗

情况简介
项目主要新建能源岛 1座、地

热井16口及附属设施等，由中国石
化新星双良公司实施。项目建成
后，新增 100万平方米冬季供暖能
力，同时减少煤炭消耗，提升热电联
产效益，项目二期、三期规划新增
200万平方米供暖能力。

应用效果
该项目是山西省单体规模最大

的地热集中开发利用项目，利用中
深层地热水作为供暖热源，采用“间
接换热、梯级利用、采灌均衡”技术
工艺，有效提升集中供热回水温
度。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可替代标准
煤约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2万
吨。

●中深层地热供暖项目

项目名称
咸阳迎宾大道中深层地热供暖项目

地理坐标
陕西咸阳

情况简介
项目于2008年11月投运，设计供

暖能力52万平方米，目前供暖32万平
方米，配套4口地热井，井深均在2800
米左右，两采两灌结合热泵机组实现
间接换热梯级利用，已稳定运行14个
采暖季。该站建有地热远程监控平
台，实现智能化无人值守。

应用效果
在陕西省及咸阳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率先在该项目开展关中地区砂岩
储层回灌研究，在破解关中砂岩储层回
灌这一世界难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目
前实现两采两灌同层回灌，实现“取热
不耗水”目标。以该项目为研究基础的
砂岩储层回灌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并在关中地区和陕西省外得到推广。

●地热供暖（制冷）项目

项目名称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地热

供暖（制冷）项目

地理坐标
陕西咸阳

情况简介
项目占地面积 243 平方

米，服务面积3.2万平方米，为
地源热泵冷暖双制项目。通
过钻凿地热孔、铺设地埋管，
使用软化后的自来水提取浅
层土壤温度，经过热泵提升，
将低品位热源转为高品位热
源达到制热和制冷的目的。

应用效果
地源热泵是利用地球表

面浅层地热资源，只取热不取
水，属经济有效的节能技术，
据测算，比中央空调效率高出
50%，而且舒适度较高，是国家
大力发展的节能项目。

中国石化2023年
地热大事记

2月11日

WGC2023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WGC2023（第七届世界地热大会）组织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及国家地热能中心2023年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
议总结国家地热能中心年度工作、谋划世界地热大会筹备推
进事宜，并公布了中国地热供暖百万平方米俱乐部成员企业
名单，中国石化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入榜。

8月28日

第二期中冰地热培训班开班
由中冰地热技术研发合作中心主办的第二期中冰地热培

训班开班。此次培训邀请了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热学院
等专业机构的8位国际专家和14位国内专家为学员授课，共
有来自全球地热能开发利用企业和科研单位的40名学员参
加培训。

8月31日

我国首口深层地热科学探井在海口开钻
中国石化首口深层地热科学探井——福深热1井在海口

开钻，该探井是我国第一口5000米深高温地热探井。该井的
成功实施将有助于摸清海南地热资源潜力，提升海南省地热
资源勘查和开发水平，引领我国中深层地热资源勘探开发技
术走向世界前列。

9月15日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在京隆重开幕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在京隆重开幕。大会以“清洁地

热、绿色地球”为主题，聚焦全球地热领域发展热点趋势，分享
全球地热能开发科技和创新成果，推动全球地热产业发展，守
护绿色地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此项国际盛会，由国家地热
能中心主办、中国石化承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吸引了54个国家的237
家企业1400余名代表参加，规模创历届大会之最。

9月17日

首个全球地热领域行业标准发布
国际地热协会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中国地热供暖推

荐做法》行业标准，这是全球地热领域发布的第一项行业标
准。该项标准由能源行业地热专业标准技术委员会牵头，中
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地质矿产勘查院、天津地热勘查开发
设计院、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等单位共同研究制定。

《北京宣言》正式发布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在北京圆满闭幕。闭幕式上发布

《北京宣言》，为全球地热行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建
议，为全球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北京宣言》表
示，在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未来地热将会成为全球最受欢
迎、最有竞争力的能源之一。同时，《北京宣言》呼吁加强对地
热的公众宣传和政策支持、推进全球地热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促进地热技术和知识的转移，联动全球能源成功转型，推动全
球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

9月29日

中国石化首口地热连通井完成对接
中国石化第一口地热连通井——新星绿源陕西中天未来

玥U形地热连通井，顺利完成直井与水平井的精准对接，标志
着中国石化在地热开发利用技术探索中取得了积极进展。该
井水平位移1181.06米，是国内目前水平位移最长的地热连
通井。

11月15日

中国石化全面启动冬季地热供暖
中国石化全面启动冬季地热供暖服务，900余座换热站

陆续投入运行。这个供暖季，中国石化地热供暖能力超9500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15%，可为北京、天津、陕西、河北、河
南、山东、山西等11个省、直辖市70余个市县的百万余户居民
提供清洁供暖服务，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70万吨。

12月16日

中国石化地热案例获评“2023年中国公共关系

优秀案例”
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办的2023年中国公共关系发展

大会在京召开。大会以“公共关系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对收集到的120个有效案例进行多轮次遴选，最终推选出20
个年度优秀案例和15个展示案例。《中国石化成功打造“中国
地热高光时刻”》获评“2023年中国公共关系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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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清洁能源供暖典型项目

阅读
提示

20232023 年年，，中国石化充中国石化充
分发挥地热减碳先天优势分发挥地热减碳先天优势
和产业布局先发优势和产业布局先发优势，，坚持坚持
高点定位高点定位、、高端引领高端引领，，加快加快
市场开拓市场开拓、、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持续持续
巩固领跑者地位巩固领跑者地位，，积极推广积极推广
““地热地热++”“”“余热余热++””等清洁供等清洁供
暖模式暖模式，，立足京津冀立足京津冀，，利用利用
渤海湾等盆地优质地热资渤海湾等盆地优质地热资
源源，，不断向深部地热领域进不断向深部地热领域进
军军，，中国石化地热品牌影响中国石化地热品牌影响
力持续提升力持续提升。。

本版文图由发展计划部本版文图由发展计划部
（（新能源办公室新能源办公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海峰曹海峰 提供提供

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
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点击

截至截至20232023年年

●●年减排二氧化碳约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70470万吨万吨●●服务范围覆盖全国服务范围覆盖全国1111个个省省、、直辖市直辖市7070余个余个市县市县

●●投入运行换热站投入运行换热站900900余座余座 ●●供暖能力超供暖能力超95009500万万平方米平方米，，比上年增加比上年增加1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