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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热资源是集*热'矿'水+三位一体的清洁资源"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可以带动并提升旅游休闲业'现代农

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盐城市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开发时间短"形式粗放'单一( 对盐城市地热资源

赋存条件'分布特征'地热水质特征'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旅游景区建设需求'旅游市场条件'环境条件和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等不同层面进行了综合分析( 结果表明! 盐城市地热资源具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休闲度假'农业

观光旅游和综合开发示范等功能价值) 滨海,阜宁一线'盐城市区'盐城丹顶鹤海滨湿地旅游区'马家荡景区,

大纵湖旅游景区'东台和大丰市区以及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一线可划定为地热资源重点开发区( 此外"在

分析研究区地热资源分布特点'开发利用程度及其交通条件'经济状况'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和发展水平等因素的

基础上"提出盐城市范围内现代旅游业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要形成以地热富集区和县'市区为中心并以重要风景旅

游区为节点向周边辐射扩散的地热资源多元开发和综合利用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 地热资源) 赋存条件) 旅游景点) 开发利用) 盐城市

中图分类号! ;1#@"""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0? 92!*:%)*)*&*# 9**#@ 9*0"

收稿日期! )*#0 9*# 9*@) 修订日期! )*#0 9#) 91*(

基金项目! 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项目%编号! _KK̂ #?*2 9KS*#&资助(

作者简介! 汪名鹏%#0!1,&"男"硕士"研究员级高工"主要从事地热资源调查与综合开发利用研究工作( =BC/&! CLdBUD#:1'7%B(

*"引言

地热资源作为当今一种新型洁净能源"在国内

外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盐城市地下蕴藏

着丰富的地热资源"近年来"盐城市加大了地热资

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建设了多处旅游温泉度假酒

店和温泉度假村"如盐城市区'台南'永丰林农业生

态园'小海温泉'阜宁温泉度假村'金沙湖旅游度假

村等"但其作用仅限于温泉洗浴"开发较分散'零

乱"尚未对旅游产业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旨在全面摸清盐城市地热资源的基础上"

对旅游及地热资源的空间结构布局进行整合开发(

一方面"可以加快推动盐城市地热资源的科学勘

查'有序开发'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 另一方面"可

以更好地服务于盐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地热资

源开发利用来带动和提升盐城市旅游产品的档次"

对盐城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地热资源赋存条件

研究区位于苏中坳陷区( 苏中坳陷区是中新

生代坳陷盆地"其南北两侧分别为通扬隆起和鲁东

隆起"受建湖隆起分隔"以南和苏南隆起夹持部分

为东台坳陷"以北和滨海凸起'鲁苏隆起夹持部分

为盐阜坳陷"其内部为 (=向与 =P向构造共同制

约的凸起与凹陷"相间排列%图 #&( 新近纪断裂的

继承活动对晚新生代沉积和地震活动及地热异常

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图 )&(

!'!"热源条件

研究区有隆起区和凹陷区两大构造单元( 凹

陷区大地热值流略高于隆起区( 次一级构造单元

大地热流值差异明显! 在凹陷区"次级凸起高于凹

陷"凹陷斜坡带高于深凹) 在隆起区"隆起高于凹

陷"背斜高于向斜( 从图 # 可以看出"盐城地区大

地热流值多在 !* BP3B

)左右( 盐城市北部及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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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隆起)

!

'洪泽,盐城凹陷!

!

#'洪泽凹陷"

!

)'淮安凸起"

!

1'涟水凹陷"

!

@'涟东凸起"

!

?'阜宁凹陷"

!

:'塘望凸起"

!

!'盐城凹陷)

'

'建湖隆起)

(

'金湖,东台凹陷!

(

#'金湖凹陷"

(

)'柳保低凸起"

(

1'临泽凹陷"

(

@'柘垛低凸起"

(

?'高邮凹陷"

(

:'吴堡低凸起"

(

!'溱潼凹陷"

(

2'泰州低凸起"

(

0'海安凹陷"

(

#*'梁垛低凸起"

(

##'小海凸起"

(

#)'裕华凸起"

(

#1'大丰凹陷

图 !"苏北盆地构造区划图'!(

#$%&!"Q./-*+$/0+$-)*,?0A.$61)$+

#!$

图 8"研究区基岩地质图'8(

#$%&8"9.*3*%$/13=1:*,A.24*/;)$+-5.)-02@ 14.1

#8$

大部分地区大地热流值低于 !* BP3B

)

) 滨海隆起

区'大丰凹陷区等地区大地热流值在 !* e!@ BP3B

)

之间) 建湖隆起区西部大地热流值高于 !@ BP3B

)

"

明显高于周边地区) 东台西部明显低于研究区其他

地区(

据陈沪生等#1$对下扬子地区及苏北地区油层

温度测试结果! 东台,海安以北的广大地区表现

为高值区"并向东延伸至大丰凹陷区内) 建湖隆起

区与盐阜凹陷区分界线以北'滨海隆起区以南"以

射阳县为中心"地温梯度逐渐由 )! j3cB增大至

1* j3cB) 在建湖隆起区以南地区"地温梯度由

)! j3cB增大至 1* j3cB以上"介于 1* e11 j3cB

之间) 在同一埋藏深度"盐城南部地区地温高于北

部地区(

由图 # 可知"大地热流场会直接影响地温梯度

场的分布( 除滨海以东地区外"盐城市 1* j3cB

地温梯度等值线与 !* BP3B

)大地热流等值线分布

基本一致"表明除滨海以东地区外"盐城市大部分

地区地层岩性分布均匀"岩石热导率基本一致) 而

滨海以东地区大地热流值偏高的原因"初步分析认

为是由于其基岩地层为碳酸盐岩"岩石热导率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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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埋藏较浅(

!'8"热储层类型

盐城地区热储主要分布在新近系盐城组中细

砂'含砾砂层和古近系粉细砂岩地层中"分布面积

较广"埋藏厚度较大"约 ?** e) *** B"在建湖隆

起区和滨海隆起区厚度较小( 盐城地区 ) *** B

内的地热储层可划分为 @ 个热储层"第
&

热储层

由新近系上新世盐城组上段地层%(

)

-&组成) 第

!

热储层由新近系中新世盐城组下段地层%(

#

-&

组成) 第
'

热储层由古近系砂岩地层%=&组成)

第
(

热储层赋存于寒武系和奥陶系% 9\&白云

质灰岩'灰质白云岩及震旦系白云岩'灰岩地层

中( 热储层分布可参考图 1 苏北盆地地震解释剖

面图(

图 >"苏北盆地地震解释剖面'D(

#$%&>"X+-.4:4.-.2).$)=$/:4*,$3.$+?0A.$61)$+

#D$

!'>"控热构造

热储温度受热储埋深'盖层条件'大地热流'深

部水热循环等多种因素制约"而最根本的控制因素

是地质构造条件#? 9:$

(

#'1'#"断裂

从图 ) 可以看出"研究区内区域性断裂构造

系统主要包括 (=向 %((=向& '(P向'近 =P

向断裂等( 区域性断裂常成为不同构造单元的

边界断裂"控制着隆起区'坳陷区的分布及次一

级隆起'坳陷'凸起'凹陷的分布"控制着盆地演

化和沉积作用( 部分断裂活动制约了新近纪和

第四纪的沉积作用"同时对新近纪玄武岩喷发作

用及新生代地热异常有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这

些隆坳的边界断裂及 (P向'近 S(向断裂均可

能成为良好的张性断裂"增强热储层的富水性和

导水性"成为地热勘探开发的有利地段(

#'1')"凸起

由于热导率较高的中'古生界基底凸起具有较

高的大地热流值和地温梯度值"因此"凸起的边部

断裂9断阶带常具有较高的水热循环条件"如盐城

凹陷'东台凹陷中的涟东凸起'柘垛凸起'梁垛凸

起'小海凸起等"可探求第
&

'

!

热储层(

#'1'1"凹陷边缘断阶带

凹陷边缘断阶带是凹陷向隆起区%或凸起&的

过渡带"受区域性深断裂控制"这种控制盆地发育

的区域性深断裂一般为新构造断裂或活动断裂(

由于断裂带两侧地层热导率差异很大"加之断裂发

育"该带深部水热循环强烈"是区内较显著的地热

异常带( 建湖隆起和盐城'东台凹陷之间的断阶带

可探求第
&

,

'

热储层(

#'1'@"隆起区边缘

隆起区的边缘地带与凹陷边缘断阶带有相似

的构造条件"受区域性深断裂控制"具有强烈的深

部水热循环"所不同的是缺失古近系地层( 地热

储层为印支面以下地层"只有部分地区有较厚的

新近系地层分布"侏罗系'白垩系地层为广泛分布

的热储盖层( 建湖隆起和盐城'东台凹陷之间的

边缘地带属该类型"可探求第
(

热储层(

#'1'?"隆起区隐伏背斜

隆起区的隐伏背斜相对于向斜具有较高的大

地热流值和地温梯度值"热水沿背斜翼部含水层及

层间断裂向背斜顶部汇聚( 背斜构造控热的前提是

组成褶皱的地层中有适当的地热盖层( 此类控热构

造主要分布在建湖隆起区"可探求第
(

热储层(

!'D"地热盖层

区内侏罗系'白垩系以陆相碎屑岩 9火山岩地

层为主"因其不含水或含水率很小'热导率低'厚度

大'分布广而成为区内 @ 类热储层良好的地热盖

层( 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以陆相碎屑岩和松散

堆积物为主"其中第四系厚度近 1** B"岩性为黏

土'粉质黏土与砂层( 盐城组上段厚 ?** B左右"

岩性为泥岩'粉砂质泥岩'粉砂岩'含砾砂岩( 第四

-:#-



第 # 期 汪名鹏!"盐城市地热资源特征及其开发利用建议

系与盐城组上段总厚度最大为 # !** B"其中泥岩

隔水性强"热导率相对较低"为本区良好的地热盖

层"保温性良好( 因此"盐城凹陷区由于厚度大也

成为重要的地热储层(

)"地热资源分布特征

盐城市地热田属中低温断陷盆地型地热田"

地热主要来源于深部地幔供热 #!$

"地热储层温

度受地球增温率控制"地温梯度为 )'? e@'* j3

#** B"温度随热储层埋深增加而增大( 第
&

热

储层是盐城市区地下备用饮用水源的主要开采

含水层"不宜作为地热资源进行开发) 第
!

热储

层是目前盐城市区已开发的主要热储层) 第
'

热储层是未来进行地热资源勘探开发的主要目

的层) 第
(

热储层顶板埋深变化较大"除淮阴,

响水断裂附近埋藏较浅"其他地区埋深均较大"

达到 ) ?** B以上"由于受研究区现阶段技术经

济条件的制约"利用本热储层并不经济"因此本

文不做深入研究(

8'!"地热资源赋存分区

结合研究区源'通'储'盖地热地质条件和当前

地热开采条件以及盐城市地下水资源管理政策和

远景规划"将盐城市的地热资源赋存分为良好区和

一般区%图 @&( 良好区位于盐城,建湖'滨海,

阜宁以及东台,大丰一带"一般区位于研究区阜

宁凹陷和东南角海安凹陷内( 各区地热地质特征

见表 #(

图 D"研究区地热资源赋存分区

#$%&D"'$)-4$A0-$*+*,%.*-5.4=13

4.)*04/.)$+-5.)-02@ 14.1

表 !"盐城市地热资源赋存特征

Q1A&!"E//044.+/./5141/-.4$)-$/)*,%.*-5.4=134.)*04/.)$+Y1+/5.+% G$-@

分区 分布范围

地热地质特征

地热储层
顶板埋

深3B

预测水

温3j

盖层
控热构造

良好区

滨海隆起,

阜宁凹陷

北至滨海大套,

陆集,滨淮农场"

南至阜宁古河,

高作镇,獐沟镇,

振东农场

泥岩'砂岩'泥灰

岩'灰岩
h:** h@*'* Q,(

建湖隆起
洪泽,建湖,伍

佑一带南侧

细砂'含砾中粗

砂岩"灰岩

)?* e

) ?**

1?'* e

?*'*

"\"(

东台,大

丰凹陷
东台,大丰一线 砂岩'泥岩 h:?@

@:'? e

!*'*

Q,(

受(=向'(P向构造控制( (=向断裂多为

淮阴,响水断裂的次级断裂"多为压性'压

扭性) (P向断裂向南延伸切割盐城断裂

带"显张扭性( 同时"受 (=向导热构造和

(P向导水构造的共同作用"也受凹陷盆地

边缘及内部一系列平行于盆地边界的深断

裂控制

受泰州低凸起构造的翘起部位和华夏式 (=

向泰州断裂'溱潼断裂共同控制

一般区

滨海隆起

淮阴,响水断裂

以南"滨海大套,

陆集,滨淮农场

以北

奥陶系和寒武系

白云质灰岩'灰

质白云岩及震旦

系白云岩'灰岩

h1** h@*'* Q,(

受淮阴,响水断裂的次级断裂影响"本区同

时受(=向导热构造和(P向导水构造的共

同作用

盐城凹陷

建湖县城东北

侧"建湖,伍佑

以北

中细砂'含砾中

粗砂岩"夹泥质

粉砂岩及泥页岩

@** e

# )@*

@*'* e

:*'*

Q,(

受圩中凸起与盐城凹陷之间的华夏式 (==

向断裂和偏凸起构造共同控制

海安凹陷
研究区东南角地

区
泥岩'砂岩

) 1*: e

1 2#@

@*'* e

2*'*

Q,(

受周边海安凹陷局部凸起的影响"同时受华

夏式(=向断裂及=P向海安断裂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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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地热资源开采现状分布

盐城市已经开发利用地热的地区有盐城市区'

阜宁'大丰的小海及东台的台南等地%表 )&( 据统

计"盐城市现有地热井 1) 口"主要集中在盐城市区

%原有 )1 口地热井"实际开采 ## 口&"开采程度较

高"开采地热水一般用于生产'生活'洗浴等"主要开

采层位集中在第
!

热储层"开采层位主要在盐城组

下段地层"井深在 # *** B以内"水温一般为 @* e

?* j"最高可达 ??') j(

近年来"为了发展旅游业"部分地方业主零星

开采地热井"所开采地热井主要包括台南'永丰林

农业生态园'小海温泉'阜宁温泉度假村'金沙湖旅

游度假村等 0 口地热井"地热井深度为 # ?** e

) *22 B"水温为 ?* e!* j"开采层位多位于新近

系盐城组下段以及古近系三垛组和阜宁组"主要用

于温泉洗浴(

表 8"研究区现有地热井一览表

Q1A&8"C$)-*,.P$)-$+% %.*-5.4=13B.33)$+-5.)-02@ 14.1

地热井位置 成井层位3B 取水层岩性 水温3j 用途 水量3%B

1

-.

9#

&

盐城

市区

肉联厂 ?2?'* e:)@'* 中细砂 @:'? 生活'洗浴'矿泉水 @@@

工学院 ?0*'* e:1*'* 中细砂 @)'* 生活'洗浴 !*

江动集团 212'* e# *)*'* 中细砂'粗砂 1:'* e12'? 生产'洗浴 # #**

一招 :)*'* e:2*'* 细砂'中粗砂 @)'* 洗浴'生活 ))*

游泳馆 ?0*'* e:1*'* 中细砂 @#'* e@)'* 游泳'洗浴'生活 )?*

新盐纺集团 !:1'* e2@)'* 中粗砂 @2'* e?1'* 生产'生活 #2

盐城潘黄镇 :@)'* 中细砂 1@'? 洗浴'生活 @01

宏大集团 :#?'* 中细砂'粗砂 @)'* 洗浴'锅炉'生产 1*2

水利局 # *#2'* 中细砂 10'* 职工生活 )**

盐渎公园

县区

阜宁县金沙湖 :2#'2 e# 0#!'?

新近系盐城组下段'古近系三垛组

和阜宁组
?)'* 洗浴 # ?#)

阜宁县温泉度假村 # 0:@'* e) ***'* 古近系阜宁组 !*') 洗浴 # )**

东台永丰林生态园度假

温泉
# #2!'# e# @?:'* 新近系盐城组下段'古近系三垛组 ?*'* 洗浴 ) @#0

大丰港温泉度假酒店 # ?*?'* ?@'* 洗浴

大丰小海温泉 # !?*'* @2'* 洗浴

东台台南凤凰泉 # )::') e# @)#'? 新近系盐城组下段 12': 洗浴 @**

盐城杨侍温泉 # ?**'* 新近系盐城组下段'古近系三垛组 :*'* 洗浴

8'>"地热水水质评价特征

)'1'#"理疗热矿水评价

受沉积环境的影响"不同热储层的水质有较大

差别( 通过取样分析并参考苏北盆地阜宁,东台

断坳地热水样品#2$

"对盐城市不同地热储层地热水

进行了理疗热矿水泉水水质评价#0$

(

由表 1 分析结果可知"第
&

热储层地热水只有

偏硅酸含量较高"达到了理疗热矿水的要求"其余

指标均未到达医疗价值浓度) 第
!

热储层地热水

除温度在医疗热水之上外"同样只有偏硅酸含量达

表 >"理疗热矿水质量评价

Q1A&>"Z013$-@ .(1301-$*+*,5.1-=$+.413B1-.4,*4:5@)$*-5.41:@

热储层

类型

二氧化碳

质量浓度3

%B6-O

9#

&

总硫化氢

质量浓度3

%B6-O

9#

&

组分质量浓度3%B6-O

9#

&

氟 溴 碘 锶 铁 锂 钡 偏硼酸 偏硅酸

氡活度

浓度3

%RE-O

9#

&

温度3

j

矿化度3

%B6-O

9#

&

第
&

热

储层
i#

*'@: e

*'22

)@'@ e

1*'?

)*'* e

)?'?"

?*0 e

2*:

第
!

热

储层
i# *'#)

*')2 e

*'!:

*')* e

*')2

*'*@ e

*'#@

*'*!) e

*'?2*

*'@:

*'*#*e

*'*!!

*'*)1 e

*'#)*

i*'1* e

"*'12

)!'2 e

1@'*

0'0!

1:'* e

:)""

2*# e

# #*?

第
'

热

储层
i# *'20 ?')@ #!'2** :'1? :'!)* ?#'0 !*')" 1) 0)2

医疗价

值标准
)?* #'** #'** ?'** #'** #*'*** #*'** #'*** ?'*** #')* )?'* 1!'**

!

1@'*" i#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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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理疗热矿水指标要求) 第
'

热储层地热水碘'

锶'锂'偏硅酸含量不仅达到了理疗热矿水指标要

求"而且达到了命名理疗热矿水浓度的要求"可命

名为碘水'锶水'锂水'硅水"另外硒等对人体有益的

微量元素含量也较高"具有较高的医疗保健作用##*$

"

其矿化度高达 1) 0)2 B63O"远高于水质标准(

)'1')"农业灌溉用水评价

地热水作为直接农业灌溉用水是一种资源的

浪费"但地热水退水或中水由于尚有一定的热量"

可用于喜热农作物'花卉等植物的种植( 对盐城市

不同地热储层地热水进行农田灌溉用水质量评

价###$

"评价结果见表 @(

表 D"农田灌溉用水质量评价表

Q1A&D"Z013$-@ .(1301-$*+*,,14=31+2$44$%1-$*+B1-.4

热储层

类型

温度3

j

组分质量浓度3%B6-O

9#

&

锌 铜 镉 铬 铅 汞 砷 氟化物 挥发性酚 氰化物 氯化物 全盐

U[

值

耗氧量3

%B6-O

9#

&

第
&

热储

层

)*'*e

)?'?

i*'**? *

*'@:e

"*'22

?*':e

#!@'*

?*0e2*:

2'@1e

2'02

第
!

热储

层

1:'*e

:)'*

i*'**@ i*'**# i*'*** ? i*'**# i*'**) * i*'*** )

*'**# 1e

*'**? :

*')2e

"*'!:

i*'**) i*'**?

##2'*e

#:#'*

2*#e# #*?

2'1!e

2'01

*'21

第
'

热储

层

!*') *'*?@ *'*)) i*'*** ) i*'**@ *'**) : i*'*** # i*'**? * *'20 i*'**) i*'**? #? @?*'* 1) 0)2 !'*@ #1'**

限值 1?'* )'*** *'?** *'*#* *"*'#** *')** * *'**# * *'*?* * )'** #'*** *'?** "1?*'*

# ***

%非盐

碱地

区&

) ***

%盐碱

地区&

?'?*e

"2'?*

1'**

""第
&

热储层地热水除部分地区 U[值超标外"其

余指标均符合农田灌溉用水标准) 第
!

热储层地热水

水温超过了用水标准"需降温使用"部分地区 U[值

和全盐量偏高"需经过简单处理再用于农田灌溉) 第

'

热储层地热水水温远高于用水标准"同时耗氧量'

氯化物'全盐量远大于水质标准"不宜用作农田灌溉(

)'1'1"腐蚀性评价

由于地热流体中含有氯根'硫酸根'游离二氧

化碳和硫化氢等组分"因而对金属具有一定的腐蚀

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对地热流体进行腐蚀

性评价( 参照工业常用的腐蚀系数 J

c

对地热流体

进行腐蚀性评价"评价结果见表 ?(

表 F"地热流体腐蚀性评价

Q1A&F"[(1301-$*+*,-5.%.*-5.4=13,30$2)/*44*)$($-@

热储层类型 U[值
组分浓度3%B=E-O

9#

&

J6

) g

[K\

1

9

KC

) g

J

c

J

c

g*'*?* 1KC

) g 评价结果

第
&

热储层 2'@1 e2'02 *'@) e#':1 )'2) e?'0) *':? e#':: 9@'1# 9@'1: 非腐蚀性水

第
!

热储层 2'1! e2'01 *'#! e*'@1 ?')@ e2')? *'#0 e*':? 91')0 91'1# 非腐蚀性水

第
'

热储层 !'*@ :':) @'): )0'#* )'1: 1'2) 腐蚀性水

""评价结果表明! 研究区第
&

'

!

热储层地热水

为非腐蚀性水"第
'

热储层地热水为腐蚀性水(

)'1'@"结垢趋势评价

由于地热流体中含有二氧化硅'钙'铁等组分"

当温度变化时可产生结垢"因此需对其进行结垢趋

势评价( 结垢趋势的评价可采用锅垢总量和碳酸

钙结垢趋势来进行( 本次水质统计中仅计算主要

离子J6

) g

'KC

) g

"评价结果见表 :(

评价结果表明! 研究区第
&

热储层地热水为

锅垢很少的地热流体"局部地区为锅垢少的地热流

表 S"地热流体锅垢总量!

\

计算

Q1A&S"G13/031-$*+*,-5.-*-13)/13.

*,%.*-5.4=13,30$2A*$3.4

热储层

类型

组分浓度3%B=E-O

9#

&

J6

) g

KC

) g

K

*

评价结果

第
&

热

储层
*'@) e#':1 *':? e#':: @:'!? e#1*'?@

锅垢很少,

锅垢少

第
!

热

储层
*'#! e*'@1 *'#0 e*':? #@':# e@:'0? 锅垢很少

第
'

热

储层
:':) )0'#* # 2@0'** 锅垢很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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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第
!

热储层地热水为锅垢很少的地热流体) 第

'

热储层地热水锅垢总量远超工业标准"称为锅垢

很多的地热流体(

1"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前景

根据盐城市地热资源分布特征和质量评价结

果"盐城市第
&

'

!

热储层地热水水质较好"腐蚀性

较小"不结垢"没有受到人为污染"地热水温度普遍

在 1* e?* j之间"应用范围较广"经过简单处理

后"可达到生活饮用'养生'医疗'养殖等水质要求"

也可作为工业锅炉及热泵空调等用水( 第
'

热储

层地热水所测毒理性指标均在允许范围内"微量元

素含量较高"经水质处理可用于矿泉水生产'医疗

养生等行业(

因此"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创建人居佳地的城市定位出发"盐城市的地热水资

源开发'利用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应结合盐城市

气候条件"发展特色旅游"同时吸引多种投资"统一

规划"统一开发"重点建设一批适应温泉旅游的景

点"以满足健身'温泉游乐'理疗等需要"促进和带

动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为盐城市绿色 Â;

的增长'实现盐城市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8"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多种因素有关( 地热

地质条件是影响地热资源开发的内在因素( 在地

热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风险相对较小"反

之"风险则较大"因此需根据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条

件进行优选(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主体功能

区的要求是影响地热资源开发的外在因素( 根据

盐城市旅游业的总体规划"在重点建设的景区"地

热资源需求较多"又有相应的政策'资金支持"同

时具有较好的施工条件"有利于地热资源的开发

利用##)$

( 据此"将研究区初步划分出 : 个地热资

源重点开发区%图 ?&"分别为滨海,阜宁一线'盐

城市区'盐城丹顶鹤海滨湿地旅游区'马家荡景

区,大纵湖旅游景区'东台和大丰市区以及中华

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一线(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要重点发展以能源利用为

主的项目"作为旅游开发景点的配套项目"应适量

发展高效低耗的休闲健身项目"控制发展单一洗浴

等纯消耗性项目##1$

( 根据盐城市 : 个地热资源重

点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和旅游功能"同时根据地热资

源相关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梯级开发与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同分区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

价值也有所不同(

图 F"地热资源重点开发利用分区

#$%&F"'$($)$*+*,%.*-5.4=13-*04$)=4.)*04/.)

2.(.3*:=.+-1+20-$3$<1-$*+

""%#&滨海,阜宁一线'马家荡景区,大纵湖旅

游景区以及盐城主城区和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

公园一线等地区"应主要依托旅游建设风景区和生

态旅游度假区的生态环境条件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将地热资源应用于以生态'休闲为重点的服务业和

高档房地产业"积极引导和推进地热资源开发利用

的产业化发展(

%)&盐城市主城区以东'南洋机场以及大洋湾

景区的旅游资源"应以品质休闲为主"发展休闲经

济"同时通过引进大型旅游项目"结合其周边良好

的地热资源"开发商务休闲度假区(

%1&东台和大丰市区"应整合东台和大丰地区

的旅游文化资源"积极发展以观光农业为主体的生

态旅游产业"重点打造高效农业示范区以及园艺与

养殖相结合的农业生态旅游区(

%@&在建湖西边马家荡'九龙口以及东台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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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附近应采用地热供暖'医疗洗浴'温室花卉和

水产养殖等多种开发利用方式"开展地热资源的

梯级利用试点工作"提高地热资源的综合利用

水平(

@"结论

%#&盐城市地热资源丰富"应用范围广阔"可用

于生活饮用'养生'医疗'养殖等( 目前"盐城市地

热资源的开发利用仅停留在小规模的洗浴层面"形

式粗放'单一"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尚未做到综合开

发和梯级利用(

%)&根据研究区地热资源的研究程度'地热储

层分布情况'埋藏深度以及地热资源的开采技术'

经济条件和水质特征"盐城市旅游景区地热资源赋

存良好区位于盐城,建湖'滨海,阜宁和东台,大

丰一带(

%1&综合考虑研究区地热资源赋存条件'旅游

景区建设需要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地热资

源开发'旅游景区建设布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旅

游市场条件'环境条件等不同层面对研究区地热旅

游资源进行定性评价分区"将滨海,阜宁一线'盐

城市区'盐城丹顶鹤海滨湿地旅游区'马家荡景

区,大纵湖旅游景区'东台和大丰市区以及中华麋

鹿园,黄海森林公园一线划定为地热资源重点开

发区(

%@&地热水集水资源'热能和矿物质于一身"虽

可再生却循环缓慢"且量能递减( 所以"在旅游开

发利用上应采用科学发展观"以地热资源可持续利

用为目标"用好地热水资源"地热水的开发应采用

错层开采和分水温'分质的梯级开发"用好地热水"

优水优用"合理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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