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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为了科学开发、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地热资源，促进地热产业

的健康、快速发展，满足高青县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生态县建设的需

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山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2008-2015 年)》，《淄博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6-2015 年）》，

编制《山东省高青县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规划》（下简称《规划》）。

一、规划目的

维护地热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加强地热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的

宏观调控，为依法审批、监督和管理地热资源提供重要依据，实现地

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二、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

的要求和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战略部署，贯彻中央

关于矿产资源“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以地热资源

保护与集约化开发利用为主线，紧密结合高青县城市总体规划，加强

对地热资源勘查、开发与综合利用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高青县城市

建设、经济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三、规划原则

（一）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与资源条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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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与保护并重，开源与节流并举；

（三）政府引导与市场配置相结合，勘查与开采相结合；

（四）积极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水平。

四、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1996 年）；

（二）《山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 年)》；

（三）《淄博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6-2015 年）》；

（四）《淄博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五）《高青县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

（六）《淄博市高青县村镇体系规划（2008-2020 年）》；

（七）《高青县城市供热专项规划（2010－2020 年）》；

（八）《高青县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 年》；

（九）《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11615-2010）。

五、规划期限

本《规划》编制的基准年为 2011 年，近期为 2012～2015 年，中

远期为 2016～2020 年。

六、规划范围

本《规划》适用范围为高青县所辖行政区域，面积约 831 平方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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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勘查开发利用现状与形势

一、自然地理经济概况

高青县位于鲁中平原北部，隶属淄博市，北依黄河，南靠小清河，

呈狭长廊状，为黄河冲积平原。全县辖总人口 36.5 万，总面积约 831

平方千米，平均地面标高 12米，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

高青县交通发达，架有通向京津的惠青黄河公路大桥、三大浮桥，

滨博高速公路过境。距济青高速公路、胶济铁路和济南国际机场分别

有 30千米、40 千米、100 千米。距青岛国际机场和青岛港 230 千米。

高青县文化源远流长，境内环境优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众多，

碧波荡漾的大芦湖、天鹅栖息的艾李湖和气势磅礴的九曲黄河，已被

列为省、市级风景名胜区和旅游胜地。

高青县水利、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农业优势独特，为全国棉

花百强县、中国西瓜之乡。工业发展迅猛，形成了以纺织服装为龙头，

油棉加工、食品酿造、石油化工、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陶瓷等十余

个工业门类协调发展的格局。

二、地热地质条件

高青县位于东营凹陷之博兴凹陷西部，为济阳坳陷（Ⅲ级构造）

的一部分。境内新生界极其发育，全被第四系沉积物覆盖。褶皱构造

不明显，以断裂构造为主。高青县西部是青城凸起，南部是鲁西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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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是博兴凹陷主体。博兴凹陷自燕山运动二幕以来持续沉降，青城

凸起、樊家林凸起和鲁西隆起的风化碎屑物质受地表径流、山地河流

的搬运汇集至凹陷的湖盆中，由于受地壳升降运动的影响，湖盆经历

了多次水进水退，在湖盆中形成多旋回沉积，给油气和地热流体的形

成创造了有利的古地理环境，而在青城凸起上地层缺失，地层不整合

和沉积间断现象明显。

区内地层以太古界、古生界、中生界为基底，其上沉积了巨厚的

新生界。新生界自下而上为：古近系孔店组、沙河街组、东营组，新

近系馆陶组、明化镇组，第四系平原组，新生界沉积厚度最大达 3000

米以上。

高青县发育层状热储，岩层厚度比较稳定，温度 40～74℃，属

低温地热资源。热储层主要有新近纪馆陶组和古近纪东营组，两个热

储层埋藏深度由南向北方向逐渐增大，热储层厚度亦自南向北逐渐变

厚，其中有开采利用价值的热储主要分布于高青断裂东南盘。

馆陶组热储层顶板埋深为 700～800 米，厚度 200～350 米，含水

层岩性以细砂岩为主，粗砂岩和中细砂岩次之，累计厚度约为 50米，

单层厚 1.0～30.0 米，平均孔隙度在 28％左右，地热流体温度为 40～

50℃,水化学类型为 Cl-Na 型，矿化度 5g/L 左右，单井涌水量一般为

20～40m
3
/h。

东营组热储层顶板埋深为 900～1400 米，厚度 700～800 米，含

水层岩性以中细砂岩为主，细砂岩次之，根据已有钻孔揭露热储含水

层厚度 55～200 米，单层厚 1.10～8.60 米，平均孔隙度在 2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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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流体温度为 60～74℃，水化学类型为 Cl-Na 型，矿化度 6.4～

16.2g/L，平均 11.2 g/L，单井涌水量一般为 30～60m
3
/h。

三、勘查现状

截止 2011 年底，高青县共进行过三次地热资源调查，均由山东

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实施。

2001 年 12 月，在高青县城附近开展了 1：2.5 万地热调查工作，

调查面积 100 平方千米，推断工作区内馆陶组地热流体可采资源量为

105.12万立方米/年,东营组地热流体可采资源量为981.12万立方米

/年。

2007 年 12 月进行了高青县南部地区地热资源调查评价，调查面

积 172.6 平方千米，推断工作区地热资源量为 2516.1 万亿千焦,折合

标准煤 8587万吨，可利用地热资源量 629万亿千焦，折合标准煤 2147

万吨，地热流体储存量 65.53 亿立方米。

2008 年实施了“山东省高青县北部地区地热资源调查项目”，调

查面积 55.41 平方千米，推断地热资源量为 6416 万亿千焦，可利用

地热资源量 251.43 万亿千焦，地热流体可采量 644.1 万立方米/年。

四、开发利用现状

目前高青县地热资源开发处于起步阶段，已施工完成地热井 6眼,

其中开发利用地热井 5眼，开采目的层均为古近纪东营组，主要用于

冬季供暖，采用直接供暖方式，供暖面积约为 17万平方米。新近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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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组热储目前尚未开发。

五、地热资源需求分析

高青旅游规划提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大力实施精品战略，

打造亮点工程，以温泉等重点项目为龙头，拉动高青旅游超常规发展。

科学开发优质的地热资源，打造特色突出、功能完备的国家级温泉养

生文化产业基地，探索举办国家级温泉养生休闲度假博览会，逐步打

响温泉养生文化品牌。其中温泉花乡开发项目、大芦湖温泉度假村项

目、维纳·锶温泉花园项目、“高青汤”温泉开发项目都已进入实施

阶段，温泉养生文化产业基地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成，因此对地热资源

的需求很大。

高青县近期内拟利用地热供暖 34.5 万平方米，中远期拟利用地

热供暖 81万平方米。结合高青县城市发展和对能源的需求，以地热

资源的需求量逐年相对稳步的增加来考虑，预计 2015 年供暖和洗浴、

生活热水、温泉理疗等对地热资源的需求量达到 164 万立方米/年，

至 2020 年将达到 385.1 万立方米/年。

六、地热资源潜力分析

（一）地热资源分布特征

根据高青县地质构造条件，把整个高青县分成 4个区进行资源量

的估算，西部的推断分区以高青断裂和其次一级断裂以及地层的分布

情况进行划分，东部的2个区分区依据东营组顶界埋深1100米和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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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等埋深线及大王庄断裂来划分，其中 I区面积 228.27 平方千米,II

区 196.46 平方千米，III 区面积 139.55 平方千米，IV区面积 266.82

平方千米。

高青县境内新近纪馆陶组热储厚度在 200～350 米左右，古近纪

东营组热储的厚度在 700～800 米，其中Ⅰ区主要的热储层为馆陶组

热储，顶板埋深 800 米左右，热储砂层厚度约 50米，热储有效厚度

较薄，温度较低；II、III、Ⅳ区主要热储层为馆陶组和东营组两层，

东营组埋深 1000～1400 米，热储层砂层厚度 55～200 米。

（二）各区开采热储层分析

根据区内地热流体的赋存条件和水力性质，区内新近纪馆陶组

（Ng）热储和古近纪东营组（Ed）热储均呈层状，馆陶组热储在区内

分布广泛，东营组热储主要分布在高青断裂以东和青城凸起南部，岩

性厚度稳定，构造条件比较简单，可划分为碎屑岩孔隙、裂隙含水岩

组。地热勘查类型属Ⅱ-1型。

（三）地热资源量/储量推断

高青县热储均为层状热储，按《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T11615—2010）规定，用热储法计算地热储量，用体积法计算

储存的地热流体量。

经推断，高青县馆陶组热储地热资源量为 3731.47 万亿千焦，折

合标准煤 1.27 亿吨，东营组热储地热资源量为 7453.86 万亿千焦，

折合标准煤 2.54 亿吨。地热资源总量为 11185.3 万亿千焦,可回收地

热资源总量为 2796.3 万亿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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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地热流体静储量是 260.34 亿立方米，其中容积储量是

257.41 亿立方米，弹性储量是 2.93 亿立方米；热流体总可开采量为

2.60 亿立方米，年可采量 781 万立方米。

七、地热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地热资源勘查工作经费投入不足，地热资源整体勘查精度

不高，资源储备保证能力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

（二）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处于起步阶段,利用率较低，存在地热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三）尚未建立动态监测系统，难以准确掌握地热资源的开发利

用动态信息。

（四）缺乏有效的地热回灌试验数据，无法确定地热尾水回灌目

标，不利于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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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热资源规划目标

一、勘查规划目标

规划期内开展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针对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地热地质研究。

（一）近期（2012～2015 年）

完成规划区内 1 处地热区块的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面积

139.55 平方千米；完成规划区内 1处地热区块的地热资源调查，面

积 128.46 平方千米；进行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动态监测网建设；进行

地热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回灌技术研究。

（二）中远期（2016～2020 年）

完成规划区内 2 处地热区块的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面积

240.6 平方千米；完成规划区内 1处地热区块的地热资源调查，面积

206 平方千米；其它地热资源勘查工作；进行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利

用潜力评价及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环境效益评价。

二、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目标

（一）开采总量调控目标

1、近期（2012～2015 年）

实行地热开采总量控制，至 2015 年，地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在

180 万立方米/年以内，各热储的开采量控制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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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近纪馆陶组热储层：规划初期控制在 30 万立方米/年，

在此基础上每年增加开采量 5～10 万立方米，至 2015 年开采量控制

在 60万立方米/年以内；

（2）古近纪东营组热储层：规划初期控制在 60 万立方米/年，

在此基础上每年增加开采量 15～20 万立方米，至 2015 年开采量控制

在 120 万立方米/年以内。

2、中远期（2016～2020 年）

根据地热资源需求量分析，推断至 2020 年，全县地热流体开采

总量控制在在 400 万立方米/年以内，其中新近纪馆陶组热储层地热

流体开采量控制在 160 万立方米/年，古近纪东营组热储层地热流体

开采量控制在 240 万立方米/年。

（二）开发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控目标

1、根据高青县城市总体规划，地热资源应优先用于温泉开发，

其次为城市供热和高效生态或特色农业利用。

2、馆陶组热储以温泉开发为主，东营组热储可用于地热供热、

温泉开发和农业开发。

3、在地热资源开采要做到分层开采，严禁不同热储层混采。

4、在开采布局上避免出现集中开采的现象，应根据资源评价结

果设置开采权益保护范围，使开采井之间应保持合理的间距。

（三）地热尾水排放温度控制目标

近期，新建地热供热系统采用梯级利用和热泵技术，提高利用率，

地热尾水排放温度不高于 25℃。已建地热供热系统应通过改造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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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要求。

中远期，全县所有地热供热系统应采用梯级利用技术，提高利用

率，地热尾水排放温度不高于 15℃。

（四）地热尾水回灌目标

近期，开展回灌研究工作，为进行地热尾水回灌提供技术支撑。

中远期，新增地热供热项目 100%建成采灌系统，并完成已有地

热供热项目采灌系统补建工作，建立地热尾水回灌示范工程 1个。

（五）动态监测网建设

近期，建成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动态监测网，现有和新增的地热井

必须纳入动态监测网进行监测。监测内容为水位、温度、开采量、水

质。水位、温度和开采量每月监测 1次，水质每年监测 1次。

中远期，完善动态监测网建设，全部地热井纳入动态监测网，实

现动态自动化监测。

（六）示范工程建设

通过建立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示范工程，推动地热资源科学合理开

发。近期，建设 3个示范工程，其中地热供热示范工程 1个，温泉开

发示范工程 1个，地热农业开发示范工程 1个。

中远期，建设示范工程 3个，其中地热供热示范工程 1个，地热

温泉开发示范工程 1个，地热农业开发示范工程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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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热资源勘查规划

一、勘查规划分区

（一）分区原则

以地热资源勘查程度和地热井的分布密度为基础，结合城市发展

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二）分区依据

1、地热资源勘查程度和地热资源潜力；

2、开发利用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3、城市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

（三）勘查规划分区

按照以上的分区方法，对规划区地热资源进行分区。划分为鼓励

勘查区、控制勘查区和禁止勘查区。

鼓励勘查区：为地热资源勘查空白区，或只做过调查工作而没进

行过预可行性勘查工作的地区，该区地热资源勘查风险较大，鼓励引

入社会资金进行勘查，或申请政府财政资金联合勘查，风险共担，利

益共享。

控制勘查区：已完成调查或预可行性勘查工作而尚未开展可行性

勘查工作的地区。该区局部地热井分布密度较大，需要控制密集区的

地热资源调查和预可行性勘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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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勘查区：各级政府部门设立的自然保护区，在此区域范围内

禁止地热地质的勘查开采工作。

（四）勘查规划分区

1、鼓励勘查区

（1）大芦湖-黄河公园温泉旅游区，面积 47.34 平方千米。

（2）唐坊农业生态旅游区，面积约 128.46 平方千米。

（3）高青县南部地区，面积为 266.82 平方千米，主要包括花沟

镇、高城镇、黑里寨镇。

（4）高青县西部地区，面积为 228.27 平方千米，主要包括木李

镇、青城镇、常家镇和田镇的西部。

2、控制勘查区

高青县城区及其附近地区，面积约 139.55 平方千米。

3、禁止勘查区

根据《山东省高青县地热资源矿业权设置方案》划出了 2处禁止

开采区，在此区域内禁止勘查开采。区域总面积 20.56 平方千米，分

别为大芦湖禁采区面积 13平方千米，艾里湖禁采区面积 7.56 平方千

米。

二、勘查工作部署

近期内开展重点区域的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对目前已勘查地

区提高勘查精度；针对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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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地热地质研究。

地热资源勘查工作分为：地热资源勘查项目和基础性研究项目，

具体工作部署：

（一）勘查项目

1、近期（2012～2015 年）

完成规划区内 1 处地热区块的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面积

139.55 平方千米；完成规划区内 1处地热区块的地热资源调查，面

积 128.46 平方千米。

（1）高青县城区及其附近地区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面积约

139.55 平方千米；

（2）唐坊镇地热资源调查，面积约 128.46 平方千米。

2、中远期（2016～2020 年）

完成规划区内2地热区块的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面积219.94

平方千米；完成规划区内 1处地热区块的地热资源调查，面积 206 平

方千米；其它地热资源勘查工作。

（1）大芦湖-黄河公园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面积约 47.34

平方千米；

（2）高青县南部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面积约 172.6 平方千

米，该区域地热流体量较丰富，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3）高青县西部地热资源调查，面积约 206 平方千米，该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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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深层地下水开发利用较少，地热流体赋存情况不清，具有一定潜力。

（3）对已勘查地区根据需要提高勘查精度；对于需求量大且具

备潜力的地区积极寻找后备地热资源。

（二）基础性研究项目

1、近期（2012～2015 年）

（1）高青县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动态监测网建设；

（2）高青县地热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3）高青县地热资源回灌技术研究；

2、中远期（2016～2020 年）

（1）高青县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潜力评价；

（2）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环境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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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热开发利用保护规划

一、地热资源利用方向

地热资源可利用的领域十分广泛，不仅能供热，而且可用于温泉

洗浴、康乐理疗、温室种植以及水产养殖等。

依照高青县地热流体赋存状况、温度及水化学性质，确定地热资

源利用方向。馆陶组热储埋藏较浅，地热流体温度相对较低，温度一

般为 40～50℃，单井出水量较小，流体水化学质量较好。该热储地

热流体适宜用于洗浴、理疗、矿泉水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不宜大规

模供热。

东营组热储地热流体温度为 60～74℃，温度较高，单井出水量

较大，流体水化学质量较好。该热储地热流体适合用于理疗、保健洗

浴、供暖和温室种植等。该热储地热流体如用于建筑物的供热，应采

用梯级利用方式，增大系统负荷能力，提高地热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二、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分区

（一）分区原则

以地热资源条件为基础，以经济发展需要为导向，坚持开发与保

护并重，实现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二）分区依据

根据资源条件和开发利用程度以及城市建设对资源的需求情况。

（三）分区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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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地热资源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地热资源开采总体强度

小，根据分区依据，分为鼓励开采区、控制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

鼓励开采区：地热资源开采强度不大，资源潜力较大的地区。

控制开采区：地热资源开采强度较大或资源需求较大的地区。

禁止开采区：属于自然保护区等其他原因，防止生态环境变化而

禁止开发地热的地区。

（四）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分区

1、鼓励开采区

（1）高青县南部地区，面积为 266.82 平方千米，主要包括花沟

镇、高城镇、黑里寨镇。

（2）高青县西部地区，面积为 228.27 平方千米，主要包括木李

镇、青城镇、常家镇和田镇的西部。

2、控制开采区

（1）大芦湖-黄河公园温泉旅游区，面积 47.34 平方千米。

（2）唐坊农业生态旅游区，面积约 128.46 平方千米。

（3）高青县城区及其附近地区，面积约 139.55 平方千米。

3、禁止开采区

根据自然保护区的要求，其范围内禁止开采，区域与禁止勘查区

重合，总面积 20.56 平方千米，分别为大芦湖禁采区面积 13 平方千

米，艾里湖禁采区面积 7.56 平方千米。

（五）矿业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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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目的：规范淄博市高青县的矿业权管理，科学设置地热

探矿权、采矿权；促进地热地质勘查工作，提升地热梯级利用和综合

利用水平。

2、编制依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

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等。

3、适用期限：2012 至 2020 年。

4、适用范围：本次规划区域，面积约 831 平方千米。

5、矿业权设置现状：至 2015 年，高青县拟设地热探矿权 9个，

拟设地热采矿权 5个。

6、矿业权设置方案

（1）拟设探矿权设置

规划期内拟设探矿权共计 15个，每个拟设探矿权的面积约为 16

平方千米。其中近期拟设 7个，远期拟设 8个。

（2）拟设采矿权设置

规划期内拟直接设采矿权 5个，每个拟设采矿权的范围均按照已

施工地热井的位置进行设置，根据抽水试验的最大降深时的涌水量计

算出单井的权益保护半径，进而计算出各个矿区的矿权范围。

规划期内拟设的 15 个探矿权，在勘查工作结束后将全部转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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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

三、地热井布局

在开发利用中，实行探采结合，在控制开采总量与开采强度的前

提下，要控制同层地热井开采间距、开采量，开发中应先增加勘探工

作，丰富对该区地质条件的认识，减少风险。避免或减缓由于开采层

位、布局不合理，造成地热井使用寿命缩短。

为了对规划区的地热资源进行更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开发，在符

合资源客观条件下，开采井向需求点靠拢，确定合理的开采布局和开

采量，并根据各热储层的储量、水温及水质等特点，规划合理的开发

模式。

依据《高青县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 年）》总体思路，地热

资源主要用于规划区的住宅供热和温泉洗浴，根据规划区地热资源开

采潜力、单井出水能力和地热回灌的要求，确定地热开采井井数。

在规划区以城区及附近地热开发利用为主，在此区域内共布设古

近纪东营组地热井 6眼和新近纪馆陶组地热井 4眼。

在开发布局上，要限制同层地热井开采间距、开采量，在控制开

采总量和允许开采井数的前提下，每眼井的允许开采量可浮动 5％，

同层开采井井底距离≥3.86 千米，采灌井井底距离≥0.8 千米。异层

开采井井底距离≥1.0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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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控措施

（一）开采强度控制

1、严格控制开采总量，原则上掌握在采灌平衡条件下审批；控

制地热井合理间距，确保审批项目布局的合理性。

2、各基础设施建成后，可适时将各供热站进行并网控制，实行

总量控制，进行统一调度。

（二）利用方式控制

1、采用梯级、综合、高效利用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地热

采暖项目应采用回灌开发模式。

2、严格控制单一利用地热资源的开发模式，大力发展地热供暖、

旅游度假和养殖种植等综合利用模式。

五、地热资源开发利用保护

（一）地热回灌

为保证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对原先各自独立的地热开采系统

进行改造，使其变成采灌结合的系统，力求在地热开发中达到最优化

利用，实现地热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保障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

求做到：

1、近期内对原有开采井进行回灌改造，进行回灌试验；

2、中远期新建地热供暖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回灌系统。

（二）尾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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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洗浴、生活用水等不可回灌的地热尾水，要先进行水处理，

达标后才允许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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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为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从政策、经济和技术三方面制定保障措

施如下：

一、政策保障

（一）加强管理体制建设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工作是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主要职

责之一，应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由于地热资

源开发利用保护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县政府应根据实际情

况设立专门的地热管理机构，对全县地热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及保

护进行统一管理，县国土资源局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确保地热勘查、

开发及利用工作的顺利完成。

（二）建立审批管理制度

地热勘查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地热开采必须办理地

热采矿许可证；严格执行地热井审批制度，对于新增地热井，根据其

利用方式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统一报批，杜绝无证开采。

建立地热井实施过程管理制度，对地热井施工设计、过程监理、

竣工验收和开发利用进行资料备案和监督，依据制度进行管理，确保

规划总体目标的实现。

（三）完善规划实施监督管理机制

以国家、省、市及高青县有关矿产资源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善的地热资源管理办法，健全地热资源

地方性法规体系，使地热资源专项法规更加科学、客观和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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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由国土资源局及其他相关部门组成的规划执行监督机构，对

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同时，开展规划实施中期或阶段性评估工作，

发现问题，确需调整的内容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调整方案，

并按照审批程序报批。规划是地热资源执法监察的重要依据，对违反

地热资源规划进行勘查或开采的行为，一经发现及时纠正；造成矿产

资源破坏的，要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经济保障

（一）建立健全地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按照地热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标准和本规划的要求，有效发挥宏

观调控作用。通过调节资源分配，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防止资源浪费，

实现地热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二）建立地热资源工作经费的投入机制

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保护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同时积极

立项多渠道申请资金用于地热资源的勘查与保护。制定优惠政策，鼓

励企业或个人出资进行商业性地热资源勘查，在探矿权和采矿权方面

予以支持。结合优惠政策，采用梯级利用模式，保护资源。同时在地

热勘查、利用技术研究和改造上，给予经济支持。

（三）结构调整，实现集团专业化

在今后的地热利用中，要拓宽利用领域，调整现状布局，优化产

业结构，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取得更好的效益。尝试性开展集团化开

发操作，减少分散式开发带来的管理难度，通过地热资源综合利用的



24

规模经营，建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企业、企业

集团以及集地热采暖、生活洗浴、农业温室、旅游度假及康乐理疗为

一体的现代化生产服务企业，实现地热资源利用的产业化。

三、技术保障

广泛吸收和引进国内外地热勘查开发利用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

验，结合本地地热地质条件，加大基础性地质研究工作投入，加强地

热资源综合利用、高效利用研究和优化供暖系统设计工作，加强地热

尾水回灌研究工作。

（一）开展规划区地热资源勘查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

从当前勘查现状分析，高青县地热勘查工作多是调查评价工作，

只是推断了部分地区的地热资源潜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规划相应目

标制定的合理性，因此急需开展全县地热资源的勘查。

（二）加强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的应用

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地热资源

开发科技创新体系，加强自主创新和再创新，鼓励地热资源勘查新理

论、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究、推广和应用。

（三）完善规划信息系统建设

建立地热资源规划数据库，做好规划管理信息与相关信息资源的

整合，实现与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储量、探矿权和采矿权等基

础数据库的衔接和共享，建成具有信息管理、分析查询、监督评价和

辅助决策功能的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提高规划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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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专家咨询制度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完善勘查开发项目专家论证制度，提高

规划执行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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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一）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和《规划》

附图组成，三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规划》由山东省高青县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三）本《规划》自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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