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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能源行业地热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市地质勘察技术院、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俞建宝、吴伟、李弘、曹辉、雷晓东、赵丰年、肖鹏飞、姜国庆、尚通晓、张

松扬、向烨、关艺晓。 

本标准于2019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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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热资源勘查中地球物理勘查的方法选取、数据采集、数据处理、资料解释、报告编

写、成果提交等工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陆上水热型地热资源地球物理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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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3.3  科技报告编写规则 

GB/T 33583  陆上石油地震勘探资料采集技术规程 

GB/T 33684  地震勘探资料解释技术规范 

GB/T 33685  陆上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规程 

DD 2006  岩矿石物性调查技术规程 

DZ/T 0004  重力调查技术规范（1:50000） 

DZ/T 0070  时间域激发极化法技术规程 

DZ/T 0073  电阻率剖面法技术规程 

DZ/T 0142  航空磁测技术规范 

DZ/T 0171  大比例尺重力勘查规范 

DZ/T 0280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技术规程 

DZ/T 0305  天然场音频大地电磁法技术规程 

EJ/T 605  氡及其子体测量规范 

SY/T 5819  陆上重力磁力勘探技术规程 

SY/T 5820  石油大地电磁测深法采集技术规程 

SY/T 6055  石油重力、磁力、电法、地球化学勘探图件编制规范 

SY/T 6276  石油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 

SY/T 6589  陆上可控源电磁法勘探采集技术规程 

SY/T 6687  井中-地面电磁法勘探技术规程 

SY/T 7070  微地震井中监测技术规程 

SY/T 7072  大地电磁测深法资料处理解释技术规程 

SY/T 7073  陆上可控源电磁法勘探资料处理解释技术规程 

SY/T 7372  微地震地面监测技术规程 

3 总则 

3.1 为使地热资源勘查中地球物理勘查技术方法的应用符合地热地质特点，提高勘查成功率，降低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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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成本，特制定本标准。 

3.2 本标准涉及的地球物理勘查技术方法，是陆上水热型地热资源勘查中常用的地球物理勘查技术方法。 

4 工作准备 

4.1 资料收集 

地球物理勘查工作正式开展前，应先收集工区及其周边区域如下资料： 

a） 地形、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资料； 

b） 居民点、道路、管线、水利设施等人文地理资料； 

c） 气温、雨季、冰冻期等气象信息资料； 

d） 发生时间、频次、深度等地震活动资料； 

e） 构造、地层、岩性、火成岩分布等区域地质资料； 

f） 地下水类型、补、径、排特征等水文地质资料； 

g） 井位、井深、测井、录井等钻探资料； 

h） 大地热流、岩石物性、以往电法勘探、重力勘探、磁法勘探、地震勘探、放射性勘探、红外线

摄影等地球物理资料。 

4.2 方法准备 

分析收集到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理资料，结合现场踏勘与正演模拟分析，确定适宜的地球物理勘

查技术方法及方法组合。常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方法的目标任务如下： 

a） 电法，适用于地热资源勘查的调查、预可行性勘查、可行性勘查、开采各个阶段。主要采用电

磁测深类方法，探查与热源有关的深部岩浆活动、岩体（层），与热通道有关的深大断裂，与

热储体（层）有关的岩体（层）和断裂构造，与热盖层有关的岩层的位置和顶/底板埋深；探

测岩体（层）含水性、有地温测井时推断地温场分布。可行性勘查、开采阶段，采用激发极化

法、复电阻率法进行地层/岩体含水性预测与含水带位置探查作为补充。开采阶段，采用井地

（中）电法进行热储体（层）压裂改造与回灌的流体监测。基岩埋深小于 50m～100m 地段，尤

其构造发育区域，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进行地层/岩体含水性预测与含水带位置探查作为补充； 

b） 重力法，适用于地热资源勘查的各个阶段。探查与热源有关的深部岩浆活动、岩体（层），与

热通道有关的深大断裂，与热储体（层）有关的岩体（层）、断裂构造的位置、顶/底板埋深。

开采阶段，采用高精度重力测量进行地热田开采、回灌区地面沉降监测； 

c） 磁法，适用于地热资源勘查的调查、预可行性勘查、可行性勘查阶段。探查与热源有关的深部

岩浆活动、岩体，与热通道有关的深大断裂，与热储体（层）有关的火成岩体、断裂构造分布

的位置； 

d） 人工地震法，适用于地热资源勘查的可行性勘查、开采阶段。探查与热储体（层）有关的岩体

（层）位置、顶/底板埋深、岩性，预测岩体（层）的孔隙度、渗透率等物性参数；探查与热

储体（层）有关的断裂构造位置、深度、断距；探查与热盖层有关的岩层顶/底板埋深、岩性； 

e） 被动源地震法，适用于地热资源勘查的开采阶段。采用微地震监测技术进行热储体（层）压裂

改造实时监测； 

f） 放射性法，适用于地热资源勘查的预可行性勘查、可行性勘查阶段。探查与热通道、热储体（层）

有关的断裂构造位置、走向。 

4.3 方法选择 



NB/T 10264—2019 

3 

地热资源勘查中，主要依据所处阶段、目标任务、热储类型，选择适宜的地球物理方法： 

a） 电磁测深类方法，包括大地电磁测深（MT）法、音频大地电磁测深（AMT）法、可控源音频

大地电磁测深（CSAMT）法、广域电磁法等，是地热资源勘查中应用最为普遍的地球物理方

法。常规电法，包括激发极化法、复电阻率法、高密度电阻率法等，是地热资源勘查中目标埋

深较浅时普遍应用的方法； 

b） 在已知为带状热储地区，宜采用电磁测深类方法、重力法、磁法等，放射性法作为可选方

法。在已知为层状热储地区，宜采用电磁测深类方法、重力法、人工地震法等，磁法作为

可选方法； 

c） 居民集中区、工业集中区的地热资源勘查，宜采用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CSAMT）法、

广域电磁法等人工场源的电磁测深类方法，人工场源的常规电法、重力法、放射性法作为可选

方法。 

不同阶段、不同热储类型地球物理勘查方法的应用及其地质目标参见表1。不同阶段、不同热储类

型地球物理勘查方法的选择参见表2。 

表 1  不同阶段、不同热储类型地球物理勘查方法应用及其地质目标 

阶段 任务 热储类型 方法应用 地质目标 

调查 

为地热资源量

预测、地热资源

开发利用前景

分析提供依据 

 

收集区域航磁、地磁、重力、大地电

磁测深（MT）等物探资料，大地热

流、地温、地震活动等资料 

圈出与热源有关的深部构造，岩浆

活动位置、范围；划分出与热通道

有关的深大断裂位置、走向、延伸

长度；圈出可能的热储位置 

1:100000重、磁勘探 

圈出与热储体（层）有关的隐伏构

造、岩体位置、分布范围，给出大

致深度 
层状热储 

1:100000电磁测深法（MT、AMT）

勘探 

圈出与热储体（层）有关的隐伏构

造、岩体位置、范围、深度；预测

构造、岩体含水性 

1:50000重、磁勘探 

圈出与热通道、热储体有关的断裂

带、隐伏岩体位置、走向、延伸范

围、大致深度 

1:50000电磁测深法（MT、AMT、

CSAMT、广域电磁法）勘探 

圈出与热通道、热储体有关的断裂

带、隐伏岩体位置、走向、延伸范

围、深度；预测断裂带、隐伏岩体

含水性 

预 可 行 性

调查 

圈出有利地热

异常区，或确

定进一步进行

地热勘查的区

块地段，为地热

资源试采及进

一步勘查与开

发远景规划的

制定提供依据 带状热储 

1:50000放射性法 

圈出与热通道、热储体有关的断

裂带、火成岩体位置、走向、延

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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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阶段 任务 热储类型 方法应用 地质目标 

1:50000重、磁勘探面积测量； 

1:10000重、磁勘探剖面精测 

查明热储体（层）位置、边界、深

度、厚度 

1:50000电磁测深法（MT、AMT、

CSAMT、广域电磁法）剖面测量或

面积测量； 

1:50000激发极化法、复电阻率法、

高密度电阻率法面积测量 

查明热储体（层）位置、边界、深

度、厚度；查明热盖层深度、厚度；

预测热储体（层）含水性 
层状热储 

1:100000二维人工地震法勘探 

查明热储体（层）的位置、顶/底板

埋深、岩性，热储体（层）的孔隙

度、渗透率等物性参数；精确划分

出断裂位置、埋深、断距；准确解

释出热盖层的顶/底埋深、岩性 

1:10000重、磁勘探面积测量； 

1:1 000重、磁勘探剖面精测 

查明控热断裂带、火成岩体位置、

走向、延伸范围、深度 

1:10000电磁测深法（AMT、CSAMT、

广域电磁法）剖面测量或面积测量；

1:10000激发极化法、复电阻率法、

高密度电法面积测量 

查明控热断裂带、岩体位置、走向、

延伸范围、深度；预测控热断裂带、

岩体含水性 

1:10000放射性法 
圈出与热储体有关的断裂带、火成

岩体位置、走向、延伸范围 

可行性勘查 

查明勘查区地

层结构、岩浆

岩分布与主要

控热构造，各

热储体（层）

的岩性、厚度、

分布、埋藏条

件及其相互关

系，提出开采

设计钻探井位

及井深建议 

带状热储 

1:50000二维或三维人工地震法勘探
查明控热断裂的位置、埋深、断距；

准确解释出热盖层的顶/底埋深、岩性

1:10000高精度重力勘探面积测量；

1:1 000高精度重力勘探剖面测量 

详细查明控热构造、岩体的位置、

分布范围、深度；地热田开采、回

灌区，地面沉降监测 

1:10000电磁测深法（AMT、CSAMT、

广域电磁法）面积测量； 

1:10000激发极化法、复电阻率法、

高密度电法面积测量 

详细查明控热构造、岩体的位置、

分布范围、深度、含水性 

1:50000二维或小面积三维人工地震

法勘探 

详细查明控热构造、岩体的位置、

分布范围、顶/底板埋深、岩性，热

储体（层）的孔隙度、渗透率等物

性参数，热盖层的顶/底埋深、岩性、

密封性；详细划分出断裂位置、埋

深、断距 

井地微地震监测 地热开采压裂监测 

开采 

详细查明地热

田地质构造、

岩浆活动，热

储体（层）岩

性、厚度、深

度、分布范围、

与围岩关系，

热盖层岩性、

厚度、密封性，

热通道的延伸

与展布，建立

准确的地热地

质概念模型，

为地热资源合

理利用、有效

保护及可持续

开发，提供可

靠依据 

层状热储 

井地（中）电法监测 
地热开采压裂流体监测、地热开采

回灌流体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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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阶段 任务 热储类型 方法应用 地质目标 

1:5000高精度重力勘探面积测

量；1:1 000高精度重力勘探剖面

测量 

详细查明控热断裂、岩体的位

置、分布范围、深度；地热田开

采、回灌区，地面沉降监测 

1:5000 电磁测深法（ AMT 、

CSAMT、广域电磁法）面积测

量；1:5000激发极化法、复电阻

率法、高密度电法面积测量 

详细查明控热断裂、岩体的位

置、走向、延伸范围、深度、含

水性 

1:50000二维或小面积三维人工

地震法勘探 

详细查明控热断裂的位置、埋

深、断距、展布范围，岩层岩性、

孔隙度、渗透率；详细查明热盖

层的顶/底埋深、岩性、密封性

井地微地震监测 地热开采压裂监测 

  带状热储 

井地（中）电法监测 
地热开采压裂流体监测、地热开

采回灌流体实时监测 

表 2  不同阶段、不同热储类型地球物理勘查方法选择参照表 

阶段 热储类型 重力法 磁法 
电磁测

深法 
常规电法

人工地

震法 
放射性法 

井地电法

监测 

井地微地

震监测 

层状热储 ○ ○ ○ — — — — — 预可行

性勘查 
带状热储 ○ ○ ○ — — △ — — 

层状热储 ○ △ ○ △ ○ — — — 可行性 

勘查 带状热储 ○ ○ ○ △ △ △ — — 

层状热储 ○ △ ○ △ ○ — ○ ○ 
开采 

带状热储 △ △ ○ △ ○ — ○ ○ 

备注：○基本   △可选 

5 工作内容与要求 

5.1 技术设计 

5.1.1 任务 

根据地热资源勘查项目的任务目标，以及工区地质特点、地球物理资料情况，确定项目实施的具体

技术路线及选用的地球物理方法技术，明确地球物理方法技术工作内容、工作量，说明预期的工作成果

及经费预算等。 

编写项目技术设计书，设计书编写提纲及附图附表要求参考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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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设计准备 

5.1.2.1  资料分析 

对收集到的工区以及周边地区已有的各种比例尺、各种方法的地球物理勘查资料（包括原始数据采

集方法及其测量精度、资料处理解释采用的方法、处理解释中间结果及最终成果图、物性资料等）进行

分析，了解并掌握已有地球物理工作程度、存在的问题。 

5.1.2.2  现场踏勘 

到工区进行踏勘，现场了解地表地质特征、气候气象条件、交通条件、工农业生产、居民点分布、

地表水系、温泉分布等情况。 

在工区内开展有关地球物理方法的有效性试验工作，研究方法实施的可行性，确定地球物理数据观

测的最佳技术参数，包括测网/测线布设、工期、人员、设备和车辆配置等。 

5.1.3 设计内容 

技术设计主要内容包括： 

a） 地球物理勘查工作的地质任务； 

b） 工区位置、范围； 

c） 地球物理勘查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工作量、试验方案； 

d） 测网、测线，初步技术参数，数据采集精度指标； 

e） 数据处理、资料解释的流程、内容，采用的方法，预期成果； 

f） 设备、组织保障措施、经费预算、施工期限与进度安排、HSE 管理等。 

5.1.4 技术要求 

地球物理勘查数据采集宜采用稀疏测网面积测量与高精度剖面测量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技术设计要

求如下： 

a） 测点设计：应避免在电磁干扰、人文干扰严重的地段布设电磁测深类方法，不在工业区、居民

生活区和建筑物分布区布设地面磁法勘探工作； 

b） 精度设计：根据探测目标的埋深以及可能的规模大小，设计地球物理勘查方法应达到的测量数

据精度，并根据相应地球物理勘查方法标准，确定精度指标及质量检查方式； 

c） 测网、测线设计：设计的地球物理勘查工作范围应大于地热开发利用建设的范围，并尽量规整、

连片；测网密度应与工作比例尺相对应（参见表 3）；测线应尽量垂直主要构造走向，精测剖

面应通过已知钻孔和拟定钻孔； 

d） 技术参数设计：根据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结果设计模型，通过对模型的理论计算以及现场试验

结果确定相关技术参数。例如，高精度重力勘探、地面磁法勘探工作点与地铁、地下室、车库、

高楼等建筑物的距离；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CSAMT）法在保证探测深度和信噪比条件

下的远区截止频率、收发距；人工地震法的药量、井深、偏移距等； 

e） 物性工作设计：岩样的采集与测量应覆盖各个时期、各种岩性； 

f） 测地工作设计：应符合相应的地球物理勘查方法标准的要求； 

g） 所采用地球物理方法的勘查深度应大于拟钻地热井深度或预估勘查目标的深度，拟钻地热井的

设计应依据不少于三种地球物理方法解释成果，多种地球物理方法尽可能形成综合剖面； 

h） 地球物理方法实物工作量应满足相应比例尺（参见表 3）及探测深度要求；后续涉及钻探工作

的应有异常验证和再解释的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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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阶段地球物理勘查方法工作网密度选择参照表           单位为千米 

阶段 预可行性勘查 可行性勘查 开采 

比例尺 1:100000 1:50000 1:100000 1:50000 1:10000 1:1 000 1:50000 1:10000 1:5000 1:1000

线距 
1 
～ 
2 

0.5 — 0.5 0.1 0.01 — 0.1 0.05 0.01 
重
力
法 

点距 
0.5 
～ 
1 

0.25 
～ 
0.5 

— 
0.25 
～ 
0.5 

0.025 
0.001
～

0.002
— 0.025 

0.01 
～ 

0.02 

0.001
～

0.002

线距 
1 
～ 
2 

0.5 — 0.5 0.1 0.01 — — — — 
磁
法 

点距 
0.5 
～ 
1 

0.1 
～ 

0.25 
— 

0.1 
～ 

0.25 

0.02 
～ 

0.05 

0.001
～

0.002
— — — — 

线距 
1 
～ 
4 

0.5 
～ 
2 

— 
0.5 
～ 
2 

0.2 
～ 
0.5 

— — 
0.2 
～ 
0.5 

0.1 
～ 
0.2 

— 
电
磁
测
深
法 点距 

0.5 
～ 
1 

0.25 
～ 
0.5 

— 
0.25 
～ 
0.5 

0.05 
～ 
0.1 

— — 
0.05 
～ 
0.1 

0.02 
～ 

0.05 
— 

线距 — — — 
0.5 
～ 
2 

0.2～
0.5 

— — 
0.2 
～ 
0.5 

0.1 
～ 
0.2 

— 常
规
电
法 点距 — — — 

0.25 
～ 
0.5 

0.05 
～ 
0.1 

— — 
0.05 
～ 
0.1 

0.02 
～ 

0.05 
— 

线距 — — 
2 
～ 
5 

1 
～ 
2 

— — 
1 
～ 
2 

— — — 
人
工
地
震
法 

炮点
距 

— — 
0.1 
～ 
0.2 

0.1 
～ 
0.2 

— — 
0.1 
～ 
0.2 

— — — 

线距 — 0.5 — — 0.1 — — — — — 放
射
性
法 点距 — 

0.1 
～ 

0.25 
— — 

0.02 
～ 

0.05 
—  — — — 

5.1.5 设计书审批与变更 

5.1.5.1  设计书应由甲方审批。 

5.1.5.2  设计书执行过程中，遇不可抗力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设计书内容进行调整，调整内容应得

到甲方的确认。 

5.2 野外工作 

5.2.1 工作内容 

仪器设备准备、测网、测线布置、数据采集施工、数据整理、质量检查与评价、施工总结报告编写、

野外验收等。 

5.2.2 技术要求 

地球物理勘查数据采集野外施工，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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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50000 及更小比例尺的重力勘探应符合 DZ/T 0004 的要求； 

b） 大于 1:50000 比例尺的面积性重力勘探和剖面重力勘探应符合 DZ/T 0171 的要求； 

c） 地面磁法勘探应符合 SY/T 5819 的要求； 

d） 航空磁法勘探应符合 DZ/T 0142 的要求； 

e）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勘探应符合 DZ/T 0280 的要求； 

f） 天然场音频大地电磁法勘探应符合 DZ/T 0305 的要求； 

g） 大地电磁测深法勘探应符合 SY/T 5820 的要求； 

h） 激发极化法勘探应符合 DZ/T 0070 的要求； 

i） 复电阻率法、广域电磁法勘探应符合 SY/T 6589 的要求； 

j） 高密度电阻率法勘探应符合 DZ/T 0073 的要求； 

k） 人工地震法勘探应符合 GB/T 33583 的要求； 

l） 微地震压裂监测应符合 SY/T 7070 和 SY/T 7372 的要求； 

m） 井地（中）电法流体监测应符合 SY/T 6687 的要求； 

n） 放射性法测量参考 EJ/T 605 的要求； 

o） 物性岩样采集参考 DD 2006 的要求； 

p） 野外记录应清晰、完整；磁法、电磁测深法应详细记录测点周边干扰信息； 

q） 现场应及时进行数据整理，包括：剔除错误数据、计算各项改正值、误差计算与统计、数据网

格化等，数据整理应对照查看原始记录。 

5.2.3 野外验收 

5.2.3.1  野外工作结束时，提交各地球物理方法野外数据采集施工总结报告及原始资料文件，原始资

料提交文件及要求参见附录 B。 

5.2.3.2 由甲方对野外数据采集施工总结报告及提交的原始资料文件进行验收。 

5.2.4 HSE 要求 

HSE应符合SY/T 6276的要求。 

5.3 数据处理 

5.3.1 任务及内容 

根据项目任务和工区地质特征、地球物理资料情况，应使用相应的处理方法及软件，对地球物理勘

查数据进行处理，压制或消除干扰、噪声，突出或提取出有关信息，形成易于识别和解译的反映地热要

素的地球物理信号。 

5.3.2 技术要求 

数据处理要求如下： 

a） 重力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DZ/T 0004 的要求； 

b） 地面磁法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SY/T 5819 的要求； 

c） 航空磁法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DZ/T 0142 的要求； 

d）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DZ/T 0280 的要求； 

e） 天然场音频大地电磁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DZ/T 0305 的要求； 

f） 大地电磁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SY/T 7072 的要求； 



NB/T 10264—2019 

9 

g） 激发极化法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DZ/T 0070 的要求； 

h） 复电阻率法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SY/T 7073 的要求； 

i） 高密度电法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DZ/T 0073 的要求；  

j） 人工地震法勘探数据处理应符合 GB/T 33685 的要求； 

k） 放射性测量数据背景值、标准差和异常下限的设定参考 EJ/T 605 的要求； 

l） 井地电法流体监测数据处理应符合 SY/T 6687 的要求； 

m） 微地震监测数据处理应符合 SY/T 7070 和 SY/T 7372 的要求。 

5.4 资料解释 

5.4.1 任务 

资料解释的任务如下： 

a） 常规地质解释； 

b） 与热源、热通道、热储体（层）、热盖层有关的地质构造、岩体（层）岩性、岩体（层）含水

性解释推断； 

c） 地热系统分析及地热要素描述； 

d） 地热异常特征识别与提取； 

e） 地热异常划分与评价，下一步勘探开发建议。 

5.4.2 内容 

资料解释的具体内容如下： 

a） 单一地球物理方法数据：定性分析、定量反演及解释，形成单一地球物理异常剖面、平面图； 

b） 多种地球物理方法数据：联合反演解释，形成综合解释剖面图、多信息叠合解释平面图、地热

异常划分与评价平面图。 

5.4.3 技术要求 

遵循“点—线—面相结合，从已知推断未知”的原则，对重点异常进行现场踏勘验证。具体技术要

求如下： 

a） 重力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SY/T 5819 的要求； 

b） 地面磁法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SY/T 5819 的要求； 

c） 航空磁法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DZ/T 0142 的要求； 

d）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DZ/T 0280 的要求； 

e） 天然场音频大地电磁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DZ/T 0305 的要求； 

f） 大地电磁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SY/T 7072 的要求； 

g） 激发极化法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DZ/T 0070 的要求； 

h） 复电阻率法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SY/T 7073 的要求； 

i） 高密度电法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DZ/T 0073 的要求； 

j） 人工地震法勘探资料解释应符合 GB/T 33684 的要求； 

k） 放射性测量资料解释参考 EJ/T 605 的要求； 

l） 井地电法流体监测资料解释应符合 SY/T 6687 的要求； 

m） 微地震监测资料解释应符合 SY/T 7070 和 SY/T 737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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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根据定性、定量和综合解释推断结果编制地质—地球物理综合解释成果剖面、平面图。同时，

对解释成果的可靠性进行评估，说明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可靠性分级为：可靠、较可靠、

可供参考和不可靠。 

5.5 成果报告编写及要求 

5.5.1 项目成果报告，格式要求执行 GB/T 7713.3 的规定； 

5.5.2 单井勘查应提交《地热资源勘查钻井前期论证工作报告》，编写提纲及附图附表要求参见附录 C； 

5.5.3 图件编制应符合 SY/T 6055 的要求。 

6 报告评审与资料汇交 

6.1 报告评审 

由甲方对项目成果报告进行评审，通过验收后提交项目归档。 

6.2 资料归档 

汇交归档的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项目合同（任务书）； 

b） 项目技术设计书及评审意见书； 

c） 地球物理勘查野外数据采集原始资料、野外数据采集施工总结报告及验收意见书； 

d） 过程控制文件； 

e） 项目成果报告（含附图、附表）及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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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项目设计书编写提纲及附图附表要求 

A.1  设计书编写提纲 

设计书编写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名称、组织实施单位、项目属性、测区范围、工作周期、目标任务、效益

分析、项目经费预算。 

2  可行性分析：项目背景、立项依据、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3  以往工作程度及存在问题：以往工作包括地质工作、地球物理勘查工作、地热工作、水文工作等。 

4  技术路线与工作方法：项目实施的技术路线、工作方法与工作内容。 

5  项目风险与不确定性：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进度、管理、泄密、安全、环保事故等风险

及防范措施。 

6  项目组织管理：项目组织机构、项目组成员、项目负责人简介、资金条件、申报单位、组织实

施单位资质等情况。 

7  工作部署：具体的工作布置情况、进度安排、实物工作量及预期成果等。 

8  经费预算：预算编制依据、分项编制明细及总预算。 

A.2  报告附图附表 

地球物理勘查工作布置图； 

地球物理勘查工作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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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原始资料提交文件及要求 

B.1  原始数据 

B.1.1  测量资料 

GPS 测量记录本（或电子文件）； 

GPS 测量测点坐标高程成果表； 

GPS 质量检查精度统计册。 

B.1.2  重力勘探资料 

仪器性能试验记录本； 

重力基点联测记录本； 

重力野外观测记录本（含检查点）； 

重力地形改正记录本（含检查点）； 

岩石物性测定工作的标本采集、各参数测定原始记录和计算统计成果。 

B.1.3  磁法勘探资料 

仪器性能试验记录本； 

磁力野外观测记录本（含检查点）； 

磁测成果计算表； 

磁测日变观测曲线图册； 

磁测计算质检精度统计表。 

B.1.4  电法勘探资料（CSAMT、AMT、MT、广域电磁法、激发极化法、复电阻率法、高密度电法） 

原始曲线图册（含检查点）； 

野外施工班报表（册）； 

质量检查统计表（册）。 

B.1.5  放射性勘探资料 

测氡仪器鉴定证书； 

测氡原始记录本； 

测氡数据统计表。 

B.1.6  人工地震法勘探资料 

地震勘探原始数据及说明； 

野外施工班报记录； 

地震仪、检波器、震源检测记录； 

试验报告、竣工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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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附图 

实际施工材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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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地热资源勘查钻井前期论证工作报告》编写提纲及附图附表要求 

C.1  报告编写提纲 

报告编写提纲包括以下内容： 

1  前言 

2  地质与地球物理特征 

3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及质量评述 

4  地质构造解释推断 

4.1  解释方法与参数选取 

4.2  地热地质解译成果（构造空间展布特征、热储埋深、盖层组合特征、侵入岩分布等） 

4.3  解译精度与可靠性评价 

5  地热地质条件 

5.1  地温场特征 

5.2  地热资源类型及空间分布 

5.3  地热资源分区特征 

6  地热井成井地质条件 

7  地热井成井可行性、风险及影响 

8  结论与建议 

C.2  报告主要附图 

报告主要附图包括： 

1  测区实际材料图 

2  区域地热地质图件（基岩地质图、地热田地热资源开采条件分区图） 

3  地球物理勘查方法基础图件（布格重力异常图、剩余重力异常图、重力异常垂向导数图、重力

异常水平梯度图、磁测异常ΔT等值线图等） 

4  推断热储体（层）顶面埋深等值线图 

5  地热资源勘查开发远景区划图 

6  拟钻地热井钻遇地层推断图 

C.3  报告主要附表 

地热勘查过程中获得的成果数据应系统整理，列表成册，与勘查报告内容有关的，应作为报告的附

表，如井孔测温资料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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