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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有消息称，日前龙门山打出一眼日涌水量2880立方米、水温91℃的优
质地热井，其出水量和出口温度在我省均属罕见。

这眼井位于龙门山什么位置？它将作何用？会不会对龙门山地下水资源造成不
利影响？记者就此问题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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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的地下水资源，地热温泉的开采不
但涉及水务部门，还涉及国土部门，需要“双证齐全”。

首先是取水许可证。市水务局水政科科长岳运朝
说，在建设取水井前要向水务部门提出取水许可申请，
市水务局受理后审查批准之后才能进行工程建设；在
深井建成并试运行30日后，申请人再向市水务局申请
核发取水许可证。

其次是采矿许可证。市国土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所有开发地热能的行为均属于采矿行为，开采地热
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采矿登记，
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方可开采。

对于这眼新发现的地热井，网友“洛河夜器”认为，
发现地热资源是件好事，但如果滥采则有可能使好事
变坏。目前，应做的是测算用多少水才不会改变当地
的生态。如果做不到，还是不开发为好。

“地热资源也是有限的，也需要统一规划，科学开
发，合理利用，有效保护。”岳运朝表示。

龙门山地热井成“热新闻”
缺取水许可证被“冷处理”

本报记者 姜春晖 文/图

近两日，龙门山发现高温地热井，
日涌水量2880立方米、水温91℃成为
网上的“热闻”。

网上消息称，该地热井开始勘查
于今年 5 月，设计井深 1200 米，于今
年 6 月正式开钻，并于本月 18 日完
工。该地热水属中温地热资源，年
换热量约为 1.27×1011 千焦，相当
于每年节约标准煤 4100 吨，每年可
节 排 碳 粉 尘 2788 吨 、二 氧 化 碳
10074 吨、二氧化硫 307.5 吨、一氧化

镍 141.7 吨。同时，还可进行梯级开
发，可进行烘干、发电、供暖、医疗、
洗浴、温室利用等。

该消息一经发布，迅速被国内各大
门户网站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在洛阳
网洛阳社区，网友“hnlybpzm”认为：对
洛阳人来说，这是件好事，洛阳人可以
在家门口洗温泉澡了。

与此同时，也有网友表示担忧。“会
不会影响龙门景区的泉水？”网友“龙门
佛音”说。

27日下午，我们与市水务局水政监察
支队的工作人员沿王城大道南行，行至龙
门石窟园区张沟村附近时，西转来到一个
小谷底，一眼“不起眼”的新井便进入我们
的视野。据目测，井口的直径约20厘米，
且已被铁皮死死封着。（左图）

附近村民侯老汉告诉我们，这眼井刚
打成没几天，打出的是热水，有八九十度，
摸起来很烫手。问及这眼井的具体用途，

他表示不清楚。
我们设法与张沟村党支部副书记胡

周军取得了联系。随后赶来的胡周军向
我们出示了一份水资源论证合同书，合同
表明该井主要用于满足建设中的张沟社
区的集中供水。

“日涌水量和日抽水量根本不是一回
事儿。你也看到了，井口就这么大，每天
最高抽水量约20立方米。”胡周军说。

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在看到网上这条
消息后，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队的工作人
员已于当日上午，第一时间赶赴地热井所
在位置，督促张沟村有关负责人用铁皮将
井口封死。“虽然该地热井位于龙门石窟
景区核心区域之外，其抽水量也远远不像
日涌水量那么大，但由于其尚未通过水资
源论证报告，没有取得取水许可证，考虑
它的开采仍有可能会影响到龙门山地下
水资源，所以将它暂时封死。”市水务局水
政监察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

地热温泉的形成一般具备三个条件，
即地底有热源存在、岩层中具有裂隙让温
泉涌出、地层中有储存热水的空间。

龙门山是我市地热温泉的主要分布

地。2011年，市水务部门曾联合市国土资
源局等，对龙门山地热井进行普查。根据
出水温度主要包括中温地热资源带水和低
温地热资源中的温热水。其中，中温地热
资源带水呈南北西向分布，水温高于90℃；
低温地热资源中的温热水则为 40℃至
60℃。另外，该普查还明确了龙门山周围
地热温泉的取水情况——地热温泉企业有
十几家，日设计取水量2000多立方米，主
要为洗浴，少量为饮用矿泉水。

与煤炭、石油等其他矿产资源一样，
地热资源的开采也是有限的。“该地热井
是否具备取水资质，要待水资源论证报告
书出来后视具体情况而定。”市水务局水
政监察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

消息 龙门发现高温地热井，日涌水量2880立方米

探访 井口直径约20厘米，最高日抽水量约20立方米

地热资源有限，开采需“双证齐全”

在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景区内，分布着禹王
池、珍珠泉等泉眼，其水温常年保持在24℃至26℃。

其中，泉水最盛的当属禹王池。禹王池位于
龙门西山石堤右侧的山崖下，它长 8.2 米、宽 6.6
米。据传说，禹王池是唐宋时期人们为纪念大禹
而建，池东有一出水口，雕有一石蛤蟆，人称“蛤蟆
嘴”。另外，禹王池中还立有一柱石笋，唐代诗人
许浑曾用“鱼龙多处凿门开，万尽如人意知夏禹
才”的诗句来形容大禹凿龙门一事，禹王池也正因
这个石笋和传说更加出名。

龙门石窟的泉水已流淌了千年。然而，自
2007年9月以来，禹王池等泉水多次发生断流；到
2008 年年底，主要景点泉水全部停涌，致使景区
景观和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2011年初，市有
关部门采取控制开采、限制开发等措施，使停涌的
泉水得以复涌。 （春晖）

发展 相关手续不齐全，已被暂时封死

相关部门：井口直径约20厘米，因手续不齐全已被封死

龙门山自古多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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