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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热型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总则、设计内容及设计文本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水热型地热资源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编制，其他类型地热井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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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60  地热钻探技术规程 

SY/T 5965  油气探井地质设计规范 

3 设计原则 

3.1 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以减少开发风险、取

得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3.2 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工作应是在查明地热地质背景的前提下，有效应用地面地质、水文地质、地

球化学、地球物理等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编写。 

3.3 应满足地热资源调查、预可行性勘查、可行性勘查和开采四个地热资源勘查阶段的不同要求，取

全取准各项钻井地质及地热参数资料，为地热田地质研究和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资料。 

4 设计内容及要求 

4.1 设计依据及钻探目的 

4.1.1 设计依据 

设计依据包括： 

a） 根据任务书或者地热能直接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b） 设计所依据的图幅包括地理位置图、区域地质图、主要目的层构造图、物探解释剖面、地热田

地温分布图或勘查深度内地温等值线图等； 

c） 邻区地球物理资料，邻井钻井、录井、测井、测试等资料。 

4.1.2 钻探目的 

根据项目任务书或者地热能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填写。 

4.2 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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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基础数据内容 

4.2.1.1 钻探项目、井号、井别、井型、设计井深、完钻层位和原则 

根据项目任务书或者地热能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填写。 

4.2.1.2 井位 

井位内容包括： 

a） 地理位置：填写顺序为省(自治区)、市(县、旗)、区(乡、镇)、街道（村或屯）的方位和距离。

距离单位：km，数值修约到两位小数； 

b） 构造位置：写明设计井所在的盆地及三级或四级构造单元名称； 

c） 井位坐标：纵（X）、横（Y），单位：m，数值修约到两位小数，并标注测量系统；经纬度，

单位：（°）、（′）、（″），其中秒修约到两位小数；应给出设计井井口坐标、各靶点的层

位、垂深、靶心坐标、靶区要求、靶心方位； 

d） 地面海拔，单位：m，数值修约到两位小数。 

4.2.2 基础数据格式 

基础数据参见表1。 

表 1  基础数据格式 

钻探项目  

井号  井别  井型  

地理位置  

构造位置       

X      
井位坐标 

Y      

地面海拔 m  

完钻层位 
完钻原则

 

基

本

数

据 

设计井深 m  目的层  

设计分层 靶点设计 

靶心坐标 

m 层位 
设计靶点垂深 

m 
靶点 

X Y 

靶区半径 

m 

靶区方位 

（°） 

       

靶

心

数

据 

       

4.3 井区自然状况 

4.3.1 地理环境 

对井场周围地形地物进行描述，包括自然环境、地貌特征、水资源、高空障碍物、民宅、学校、医

院、国防设施、矿井、地下管网、油库、水库、人口密集及高危场所等。 

4.3.2 交通、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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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井场周围交通、通讯情况进行描述，其中包括设计井井口与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的距离等。 

4.3.3 气象、水文 

设计井所在地区的气温、风情、冰情、雨量、汛期水位等。 

4.3.4 灾害性地理地质现象 

设计井所在地区季节性、地域性地理地质灾害现象。 

4.4 区域地质简介 

4.4.1 构造概况 

4.4.1.1 区域构造背景 

简述设计井所在区域构造背景（概况）、构造发育史及构造单元划分。 

4.4.1.2 构造基本特征 

简述地热田周边及相关地区的地质构造展布、形态、走向及断层基本特征。 

4.4.2 地层概况 

4.4.2.1 地层序列及岩性简述 

简述地热田（区域）地层分布、纵横向变化情况。按地层分层自上而下简述设计井可能钻遇的各地

质时期的岩性、厚度、产状、分层特性。 

4.4.2.2 标准层 

简述地热田（区域）标准层(标志层)层位及岩性。 

4.4.2.3 特殊岩性及其他矿产 

简述地热田（区域）地层分布的其他特殊岩性（如膏岩、盐岩层、火成岩、煤层等）及其他矿产的

产层层位、埋藏深度等。 

4.4.3 地热地质条件分析 

根据地热田的地层、构造、岩浆（火山）活动及地热显示等特点，简述热储、盖层、控热构造及热

储类型。结合地热田周边及相关地区的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勘查成果，简述地热田形成的地

质背景。简述地热田不同地块、不同深度的地温变化、恒温带深度，热储盖层的地热增温率和热储层温

度，简述勘查深度内的地温场特征。 

4.4.4 邻井钻探成果 

邻井钻井、录井、测井和测试等成果。 

4.5 设计井预测 

4.5.1 地层分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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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井钻遇地层预测数据及故障提示见表2。其中设计地层底界深度、厚度，单位：m，数值保留

整数。 

表 2  地层分层数据表 

地层 设计分层 

界 系 统 组 
底界深度 

m 

厚度 

m 

岩性描述 故障提示 

        

        

断点位置及断距     

4.5.2 热储层简述 

根据任务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邻井资料，按设计井钻探揭示顺序依次填写热储层的层位、埋

深等，预测目的热储层特征。 

4.5.3 水温、水量预测 

根据区域地质勘查资料及邻井资料，预测设计井水温、水量。 

4.5.4 风险分析 

4.5.4.1 地质风险分析 

a） 地层岩性变化、构造的落实和断层平面、空间展布等对钻探效果有影响的地质因素分析； 

b） 对可能含有 H2S、CO2 等有毒有害气体的特殊层位、埋藏深度、含量情况预测； 

c） 对可能钻遇的油气层埋藏深度的预测。 

4.5.4.2 钻井风险分析 

a） 邻井钻井过程中发生溢流、井涌、井喷、井漏、井塌、易斜层位等有关工程情况的提示； 

b） 设计井可能钻遇的断层、油气层、漏失层、高压层、高温层分布层位及井段的提示； 

c） 区域内可能钻遇的浅层气、煤层气分布层位、井段的提示。 

4.6 地层压力与地温梯度预测及钻井液使用要求 

4.6.1 地层压力 

4.6.1.1 邻井实测压力成果 

列出邻井实测压力成果见表3。 

表 3  邻井地层压力 

井号 层位 
测深 

m 

地层压力 

MPa 
地层压力系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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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 地层压力预测 

依据物探资料、邻井钻井、录井、测井、测试资料，故障复杂情况及钻井液使用情况等，对地层压

力进行预测。 

4.6.2 地温梯度 

4.6.2.1 邻井实测地温成果 

列出邻井实测地温成果见表4。 

表 4  邻井地温成果表 

井号 层位 
测深 

m 

地层温度 

℃ 

地温梯度 

℃/100m 
备注 

      

      

4.6.2.2 地层温度预测 

依据邻井钻井、录井、测井、测试资料及钻井液使用情况等，对地层温度进行预测。 

4.6.3 钻井液使用要求及原则 

钻井液应满足钻井施工安全、保护热储层和资料录取要求。 

4.7 录井项目及要求 

4.7.1 岩屑录井 

结合钻探目的提出取样井段、间距、数量、实测迟到时间。 

4.7.2 综合录井 

仪器类型、测量项目、井段、间距。 

4.7.3 循环观察 

地质观察和取资料要求。 

4.7.4 钻井取心 

钻井取心设计目的、原则、层位、设计井段（单位：m）、取心进尺（单位：m）、最低收获率（单

位：%）、取心方式及要求。 

4.7.5 其他录井要求 

根据钻探目的要求增加其他的录井项目。 

4.7.6 岩样化验分析选送样品要求 

化验分析选送样品要求包括： 

a） 岩心、岩屑选样原则、分析化验项目、样品选取密度及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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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殊分析项目选样原则、分析化验项目及要求。 

4.8 地球物理测井 

测井内容包括： 

a） 表层测井、中途测井、完钻测井的测井系列、项目、井段及要求等； 

b） 特殊测井项目及增加测井项目的井段及要求等。 

4.9 抽水（放喷）、回灌试验及要求 

4.9.1 抽水（放喷）试验 

应对各类地热井进行试验，取得地热流体压力、产量、温度及热储层的渗透性等水文地质参数。 

4.9.2 回灌试验 

宜采取“同层回灌”模式，以维持开采热储的压力。根据热储层特征采用自然重力回灌法或加压回

灌法原水回灌，获取地热井回灌量、渗透系数、回灌压力、水位变化与时间的关系曲线等水文地质参数，

确定热储层回灌能力。 

4.9.3 地热流体测试 

测量分析地热井地热流体的化学组份、微生物含量、同位素组成、放射性、有用组分及有害成分。 

4.10 井身结构及井身质量的要求 

根据钻探目的提出井身结构及井身质量的设计原则和技术要求。 

4.11 热储层保护要求 

根据热储物性和敏感性参数，提出钻井过程中热储层保护的要求。 

4.12 资料录取与整理要求 

应对地热井钻井过程中取得的各项资料，包括地热钻井、地球物理测井、录井资料，以及抽水回灌

试验和地热流体化学分析等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编写、存档备查。 

4.13 钻井地质设计附表、附图 

4.13.1 附表 

附表包括： 

a） 邻井地层分层数据表； 

b） 邻井实钻地层深度与物探预测深度对照表。 

4.13.2 附图 

附图包括： 

a） ××井区井位及地理位置图（标注设计井位置）； 

b） ××井区热储目的层构造图（标注设计井位置）； 

c） ××井区过设计井地质解释剖面图； 

d） 设计井钻遇地层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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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文本的格式、结构及要求 

5.1 设计幅面 

纸张采用A4幅面。 

5.2 版面设计 

页边距：上32mm、下32mm、左23 mm、右23mm；页眉：15 mm，页脚：20mm。 

5.3 设计文本结构、格式 

5.3.1 封面 

5.3.1.1 封面的编排格式见附录 A。 

5.3.1.2 封面页眉左侧，可根据需要设置保密级别。 

5.3.1.3 封面左上角为企业标志。 

5.3.1.4 设计(建设)单位写全称。 

5.3.1.5 设计日期“××××年××月××日”为设计完成日期，月、日中不足两位的用“0”补足。 

5.3.2 目录 

5.3.2.1 目录的编排格式见附录 B。 

5.3.2.2 目录内容应依地质设计中正文的一级、二级标题自动生成，不需手工编排。 

5.3.3 正文 

5.3.3.1 正文首页的编排格式见附录 C。 

5.3.3.2 一级标题，编号与标题文字之间空一个汉字的间隙；二级及以下级别标题，编号与标题文字

之间空一个汉字的间隙。 

5.3.3.3 正文文字页编排页码，位于页眉右侧；附图不编排页眉、页脚和页码。 

5.4 设计文本的字体和字号 

封面、扉页、目录和正文文字的字体、字号的规定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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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封面格式 

 

注：根据需要设置保密级别。 

图 A.1  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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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目录格式 

 

图 B.1  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目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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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目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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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正文首页格式 

 

注：单位为毫米。 

图 C.1  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正文首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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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设计文本中的字体和字号 

表 D.1  地热井钻井地质设计文本中的字体和字号 

序号 页别 位置 文字内容 字号和字体 

01 封面 页眉左侧 保密级别 三号黑体 

02 封面 左上角 企业标志 小三号黑体 

03 封面 第一行 项目名称 一号宋体加黑 

04 封面 第二行 设计名称 一号宋体加黑 

05 封面 倒数第二行 设计单位全称 三号宋体加黑 

06 封面 倒数第一行 设计日期 三号宋体加黑 

07 扉页 页眉左侧 单位简称 小三号宋体加黑 

08 扉页 页眉中部 设计名称 小四号宋体加黑 

09 扉页 第一行 地址设计审批表 三号宋体加黑 

10 扉页  表中打印字 三号宋体 

11 扉页 页脚中部 设计单位 五号宋体加黑 

12 扉页 页脚右侧 设计日期 五号宋体 

13 目录 页眉、页脚 同扉页 同扉页 

14 目录 第一行 目录 三号宋体加黑 

15 目录  一级标题 四号宋体 

16 目录  二级标题 小四号宋体 

17 正文 页眉左侧、中部、页脚 同扉页 同扉页 

18 正文 页眉右侧 页码 五号宋体 

19 正文  一级标题 小三号宋体 

20 正文  二级标题 四号宋体 

注：设计文本中英文和数字字体为 Arial. 

 

 

 

 

 

                                


	NBT 10267—2019_扉页_
	NBT 10267—2019_版权_
	NBT 10267—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