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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腾冲县地热温泉的特性与开发利用

冯春红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保山分局,云南 保山摇 678000)

摘要:对腾冲县地热温泉的地热显示,温泉分布,温泉水量、水温、水化学特性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腾冲县地热显示类型复杂,自然出露温泉分布广泛,出水量大,水温高。 对 10 处温泉进行水质检

测,表明这些温泉均有一定医疗价值。 但是腾冲县地热温泉的现状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建议对腾冲

县地热温泉进行科学规划和保护,加强水质监测,进行多元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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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eothermal springs in
Tengcho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FENG Chunhong
(Baoshan Branch of Yunnan Provincial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Bureau, Baoshan 6780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geothermal manifest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springs, the amount of spring
water, water temperature, and hydro鄄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eothermal springs in Tengcho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thermal springs in Tengchong County have complex types of geothermal
manifestations, and naturally emergent thermal spring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with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and a
high water temperature. The water quality at ten sites of thermal springs was tes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ese thermal springs have medical effects. However, the geothermal springs in Tengchong County have been
exploited to a limited extent at present. We suggest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protection, an enhancement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multi鄄development of these geothermal sp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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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研究区基本概况

1. 1摇 地理位置

腾冲县地处云南省西部边陲,位于东经 98毅46忆 ~
99毅05忆,北纬 24毅38忆 ~ 25毅52忆之间,东以高黎贡山山

脊与隆阳区交界,南以龙川江与龙陵县相望,西南与

梁河、盈江两县毗邻,正西和西北与缅甸接壤,东西

最大横跨距 69 km,南北最大纵距 137 km,国境线长

148郾 075 1 km,国土面积 5 686郾 8 km2。 腾冲县是古

“西南丝绸之路冶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是著名

的侨乡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 2摇 地形地貌

腾冲县地处高黎贡山横断山脉南端偏西部位,
是伊洛瓦底江最东的支流源头所在地。 境内地形地

貌复杂,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呈马蹄形山坝相间盆

地,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 3 大主要河流均发源于

腾冲县,高山、平川、河谷参差错落,境内最高点为高

黎贡山大脑子山峰,海拔为 3 780郾 2 m,最低点为南

部新华乡的速庆江边,海拔 930 m,高差 2 850郾 2 m。
火山地貌为腾冲县的一大特点,有明显的火山锥 20
多个,主要分布在腾冲县中部,突出的有打鹰山、马鞍

山、老龟坡、来凤山等,其中打鹰山相对高度达 64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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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气候

腾冲县位于西南季风气候区,由于受印度洋暖

湿气流的影响,加上地形地貌复杂,气温、降水、日照

的地区分布和垂直分布差异明显,形成典型的立体

气候,具有明显的低纬度山地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

季不明显,大致可分为干湿两季,其中 5—10 月为雨

季,其余月份为干季。 腾冲县多年平均降水量 1 520
mm,多年平均蒸发量 1601 mm,相对湿度 79% ,多年

平均气温 14郾 8益,最冷的 1 月平均气温为 7郾 5益,最
热的 8 月平均气温为 19郾 8益,年最高气温 30郾 5益,年
最低气温-4郾 2益,无霜期 234 d,平均风速 1郾 6 m / s,多
西南风。

表 1摇 腾冲县地热地质分布特性

地热异常区 特 性 地热田

大塘—界头—
石墙地热异常区

位于腾冲—梁河与高黎贡山弧形构造带交接部分,受龙川江隐伏断裂控制,南北延伸呈带状,长
54 km,宽 4 ~ 14 km

大塘热田
石墙热田

上云—芒棒—
五合地热异常区

位于腾冲—梁河与高黎贡山—三台山弧形构造带交接部位,芒棒第三纪断陷盆地中,受龙川江隐伏
断裂控制。 南北长约 32 km,东西宽约 4 ~ 6 km。 东依高黎贡山变质岩带,西傍燕山期花岗岩体,其
间被第三系碎屑岩类和火山岩类覆盖,沿断裂带有火山口分布

攀枝花—清河街
地热异常区

位于腾冲—梁河弧形构造水热活动带南部,东西两侧为燕山期花岗岩体,中部为下古生界变质岩,
东缘沿龙川江隐伏断裂有第三纪和第四纪火山岩分布。 残缺不全的南北向构造体系成分被包容于
弧形构造带之中。 主要受龙川江隐伏断裂、硝塘—新华街断裂等制约

攀枝花热田

勐连街地热
异常区

位于腾冲—梁河弧形构造水热活动带,腾冲盆地东南山区中。 受清河街—官坡脚、林场断裂控制,
广布燕山期花岗岩,并有零星第三系碎屑岩和第四系火山岩覆盖。 地热异常区呈向东凸之弧形弯
曲。 主要受花岗岩风化带裂隙水补给

瑞滇—腾冲—梁河—
旧城地热异常区

位于腾冲—梁河与槟榔江弧形构造带交接部位,受大盈江地质断裂控制,呈向南东凸之弧形弯曲,
长约 140 km,宽约 6 ~ 12 km,地热显示类型多样,为腾冲县区域内水热活动最强烈的地热异常区,属
地热流体高温带

热海热田
瑞滇热田

胆扎—中和
地热异常区

位于槟榔江弧形构造水热活动带,主要受勐洪—茂福断裂控制,呈南南东向弧形带状展布,长约 70
km,宽约 5 ~ 8 km。 燕山期花岗岩和中生代地层广泛分布,局部有第四纪火山岩覆盖

胆扎热田
石花洞热田

黑泥塘—关上
地热异常区

分布于槟榔江弧形构造水热活动带,呈近南北向长条状展布,长约 28 km,宽 5 ~ 7 km,受槟榔江地质
断裂控制,两侧为燕山期花岗岩和下古生界变质岩,中部沿断裂分布古生界地层,局部地段被新生
界火山岩覆盖。 断裂发育,纵横交织,地下热水从断裂带、裂隙带溢出,区内有黑泥塘热田

黑泥塘热田

1. 4摇 流域水系

腾冲县境内的河流均属伊洛瓦底江流域,分属

大盈江和瑞丽江 2 大水系,河流流向多为自北向南。
大盈江发源于猴桥镇五台山和狼牙山一带,源地高程

3 595 m,源头段称大岔河,中段称槟榔江,下游称大盈

江。 大盈江在腾冲境内的面积为 2 118郾 9 km2,河长

54郾 6 km。 瑞丽江发源于明光乡中河头山,源地高程

3263 m,上游称明光河,在固东附近段称磨龙河,与西

沙河汇合后称龙江(大江),在曲石乡两江口与龙江

(小江)汇合后称为龙川江,下游称瑞丽江。 龙川江在

腾冲境内的面积为 3567郾 9 km2,河长 190郾 2 km。
1. 5摇 地质构造

腾冲县位于青、藏、滇、缅、印尼巨型“歹冶字型

构造体系的西支中段弧形构造带,以高黎贡山—三

台山弧形构造带、腾冲—梁河弧形构造带和槟榔江

弧形构造带为骨架,发育有泸水—瑞丽大断裂、大盈

江断裂、固永—梁河东部断裂带和高黎贡山构造带、
古永—盈江旧城构造带。 “歹冶字型构造体系在上

古生代开始发育,在侏罗、白垩纪强烈的燕山运动时

期定型,继已形成的泸水—瑞丽大断裂以西,再次发

育了龙川江断裂带,并伴有大量的花岗岩类侵入及

热力、动力变质作用。

2摇 地热显示

腾冲县的地热显示类型复杂,水热活动强烈,具
有独特的地质现象和强大的地热资源潜力,故有

“地热之乡冶之称[1]。 腾冲县的地热显示主要以温

泉占大多数,部分出露以高温沸泉、热泉和喷泉形式

存在。 另外还有地热蒸汽、喷汽孔和冒汽地面、毒汽

孔、低温碳酸泉出露。 温泉出水区内泉华种类齐全,
普遍发育。

从腾冲县地质构造来看,腾冲县区域内的水热

活动显示与岩浆侵入、火山活动、变质岩带的分布以

及近期活动断裂系统关系密切,其空间展布明显与

区域构造带相吻合,主要包括 7 个地热异常区、8 个

地热田,见表 1[2]。

3摇 温泉分布

现已查明腾冲县境内自然出露地热温泉(群)64
处,平均 88郾 9 km2 范围内分布有 1 个温泉(群),全县

约 73%的乡镇分布有温泉[2]。 从腾冲县的地形来

看,大体可分为东、中、西 3 个南北走向的泉群带,这
种带状分布是由区域构造方向和地貌条件所决定的。
东带泉群沿龙川江两岸分布,出露于龙川江及其支流

河谷中,分布有地热温泉 18 处。 中带泉群出露于龙

川江上游和大盈江及其支流河谷,分布有地热温泉

19 处。 西带泉群多集中于槟榔江上游古永河谷和大

盈江上游缅箐河河谷,分布有地热温泉 27 处。

·78·



4摇 热源分析

腾冲县地处“歹冶字型构造体系和三江经向构

造体系的复合部位,应力集中,为构造强化区。 晚近

和近代的地壳运动剧烈,在大盈江断裂带表现更甚。
活动性主干断裂沟通深部热源,热流体沿导热断裂

系统上升。 同时,第四纪以来火山活动频繁,从深部

携带出巨大流体,成为地热的内在条件。
腾冲县地热的热源基本上有 3 种类型,分别是

岩浆余热型、放射性元素衰变型和断裂深循环型,并
以岩浆余热型为主。 岩浆余热型热源主要分布在高

黎贡山以西地区,晚近期岩浆活动和火山喷发强烈,
推测地壳较浅处存在岩浆上涌现象。 热水化学组分

中某些象征性离子,如高浓度的 Cl、CO2、F、Na、SiO2

等,也证实热源与岩浆热扩散有关[3]。 该类型温泉

主要分布于腾冲—梁河地热带,从低温碳酸泉到高

温泉,特别是中高温—高温泉多属此种类型。 放射

性元素衰变型热源主要在龙川江隐伏断裂南端上

云—芒棒一带,水中铀、镭、氡离子富集。 由于放射

性元素衰变产生强大的热量,致使地下水温升高,个
别温泉成为弱—中等放射性水。 断裂深循环型热源

主要分布于怒江南北向构造水热活动带,古生界与中

生界碳酸盐岩层广布,厚度巨大,岩浆侵入和火山活

动远不及西部强烈,地下水主要通过断裂系统进行深

部循环加热而得,以低—中温为主,但水量较大,矿化

度低,与一般淡水化学类型差异小,多属碳酸盐型水。

5摇 地热温泉水资源特性

5. 1摇 水量

腾冲县境内现已查明的 64 处地热温泉(群),
全部为自然出露,总出水量为 209郾 3 L / s,即 1郾 81 万

m3 / d,660郾 7 万 m3 / a。
地热温泉(群)出水量超过 15 L / s 的温泉有 2

处,占温泉总数的 3郾 1% 。 最大的是界头镇大塘村

中寨里澡塘温泉,共实测出水点 4 个,总出水量为

16郾 7 L / s,折合日出水量为 1 610 m3,年出水量达

59郾 76 万 m3。 出水量 10 ~ 14郾 9 L / s 的温泉有 4 处,
占温泉总数的 6郾 3% ,其出水量共 33郾 1 L / s,占温泉

总出水量的 15郾 8% 。 出水量为 5 ~ 9郾 9 L / s 的温泉

共有 7 处,占温泉总数的 10郾 9% ,其出水量共 51郾 9
L / s,占温泉总出水量的 24郾 8%。 出水量 1 ~ 4郾 9 L / s
的温泉共有 28 处,占温泉总数的 43郾 8%,其出水量共

65郾 5 L / s,占温泉总出水量的 31郾 3%。 出水量 0郾 5 ~
0郾 9 L / s 以下的有 14 处,占温泉总数的 21郾 9%,其出

水量共 9郾 7 L / s,占温泉总出水量的 4郾 6%。 出水量

0郾 5 L / s 以下的有 7 处,占温泉总数的 14郾 1%,其出水

量共 1郾 9 L / s,占温泉总出水量的 0郾 9%。
5. 2摇 水温

腾冲县境内地热温泉水温大于 90益 的温泉共

有 4 处。 水温最高的是滩滇镇腊幸竹园温泉和清水

乡朗蒲村热海温泉群的蛤蟆嘴出水点,实测水温达

98益;其次是荷花乡朗蒲村热水塘温泉山庄,实测水

温达 95益;新华乡太和村硝塘村民小组太和澡堂,
实测水温 92益。 水温低于 34益 的温泉共有 5 处。
水温最低是的猴桥镇胆扎社区小街生菌田澡塘,实
测水温 28益。 根据 GB / T 11615—2010《地热资源地

质勘查规范》 [4],水温大于等于 25益的泉水可统称

为温泉,大于等于 34益的温泉为理疗热矿水。
5. 3摇 水化学类型

地下热水在长期地质发展过程中,受地质结构、
岩性、地下水运动、热源体和热力等条件影响,进行

强烈的溶滤、浓缩及阳离子交替吸附作用,形成了独

特的化学成分。 腾冲县区内地热温泉分布广泛,水
化学 类 型 复 杂, 主 要 有: HCO3 鄄Na、 HCO3 鄄CaMg、
HCO3 鄄Ca、 HCO3 · CO3 鄄Na、 HCO3 鄄Ca · Na · Mg、
HCO3·SO4 鄄Na、HCO3·SO4 鄄Na·Ca、CO3 ·SO4 鄄Na
等类型。 区内以 HCO3 鄄Na 型水最多,主要分布于怒

江以西的花岗岩、变质岩的中高温—高温热水带,矿
化度为 0郾 1 ~ 0郾 7g / L。 HCO3 鄄CaMg 型、HCO3 鄄Ca 型

水主要分布于怒江低—中温热水带之碳酸盐类分布

区,HCO3·CO3 鄄Na 型、HCO3·Ca·Na·Mg 型水集

中分布于腾冲鄄梁河弧形构造热水带的高温中心,矿
化度为 1郾 0 ~ 2郾 5g / L,出露于燕山期花岗岩和上第

三系花岗质砂砾岩中。 HCO3·SO4 鄄Na 型、HCO3·
SO4 鄄Na·Ca 型、CO3·SO4 鄄Na 型水多见于高黎贡山

区和西部变质岩带,其矿化度小于 0郾 5 g / L。
根据云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保山分中心 2011

年 12 月对腾冲县境内 10 处温泉水样的水质检测结

果显示,所检测的温泉均有医疗价值,其中,8 个水

样中氟的质量浓度超过 2 mg / L,达到命名矿水的标

准。 界头镇硝塘河边澡塘、界头镇大塘温泉的温泉

水样符合 GB 5749—2006 《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5],其他温泉水样中主要是氟化物、NH3 鄄N、TDS
等指标超标,见表 2。

6摇 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及特点

腾冲县对地热资源的利用历史已久,具体起始

时间无文字记载[1]。 现状利用形式主要为洗浴、医
疗、养殖、种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腾冲县旅游

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各地依托当地温泉

资源兴建了温泉洗浴澡堂、旅店、宾馆和高端的 SPA
养生会所等。 从全县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来看,
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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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腾冲县地热温泉水质检测结果

温泉名称 pH 值
籽(Fe) /

(mg·L-1)
籽(Mn) /

(mg·L-1)
籽(Cu) /

(mg·L-1)
籽(Zn) /

(mg·L-1)
籽(Cl) /

(mg·L-1)
籽(SO2-

4 ) /
(mg·L-1)

籽(TDS) /
(mg·L-1)

籽(总硬度) /
(mg·L-1)

籽(CODMn) /
(mg·L-1)

镇头镇硝塘河澡塘 7郾 57 <0郾 050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1郾 07 9郾 460 116 175郾 00 1郾 1
镇头镇大塘温泉 7郾 18 <0郾 050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1郾 37 5郾 930 141 188郾 00 1郾 1

镇头镇麻栎山温泉 7郾 79 0郾 073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16郾 20 10郾 200 816 307郾 00 1郾 0
界头镇热水塘温泉 6郾 53 <0郾 050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31郾 00 <0郾 007 1 240 169郾 00 1郾 8
界头镇石墙温泉 6郾 70 0郾 022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54郾 10 <0郾 007 1 410 282郾 00 1郾 2
滇滩镇腊幸温泉 7郾 80 <0郾 050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162郾 00 20郾 400 1 200 62郾 10 1郾 2

猴桥镇轮马新澡塘 8郾 45 <0郾 050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6郾 49 7郾 840 218 21郾 40 1郾 4
猴桥镇胆扎大澡塘 8郾 42 <0郾 050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3郾 33 4郾 740 57 5郾 83 1郾 3
猴桥镇八里温泉 7郾 90 <0郾 050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38郾 80 39郾 300 295 52郾 40 1郾 1

中和乡欢喜坡温泉 8郾 73 <0郾 050 <0郾 050 <0郾 010 <0郾 050 3郾 40 9郾 080 157 13郾 60 1郾 1

温泉名称
籽(挥发酚) /
(mg·L-1)

籽(As) /
(mg·L-1)

籽(Cd) /
(mg·L-1)

籽(Hg) /
(mg·L-1)

籽(CN) /
(mg·L-1)

籽(F) /
(mg·L-1)

籽(NO-
3鄄N) /

(mg·L-1)
籽(NH3鄄N) /
(mg·L-1)

籽(NO-
2鄄N) /

(mg·L-1))
籽(Cr6+) /
(mg·L-1)

镇头镇硝塘河澡塘 <0郾 002 0郾 003 5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0郾 156 2郾 590 <0郾 02 <0郾 001 <0郾 004
镇头镇大塘温泉 <0郾 002 0郾 005 0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0郾 223 3郾 020 <0郾 02 <0郾 001 <0郾 004

镇头镇麻栎山温泉 <0郾 002 <0郾 001 0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2郾 750 <0郾 002 1郾 47 <0郾 001 <0郾 004
界头镇热水塘温泉 <0郾 002 <0郾 001 0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3郾 210 <0郾 002 0郾 58 <0郾 001 <0郾 004
界头镇石墙温泉 <0郾 002 <0郾 001 0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4郾 300 <0郾 002 3郾 10 <0郾 001 <0郾 004
滇滩镇腊幸温泉 <0郾 002 1郾 010 0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6郾 890 <0郾 002 <0郾 02 <0郾 001 <0郾 004

猴桥镇轮马新澡塘 <0郾 002 0郾 009 5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12郾 100 2郾 720 <0郾 02 <0郾 001 <0郾 004
猴桥镇胆扎大澡塘 <0郾 002 0郾 005 3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12郾 200 1郾 010 0郾 10 <0郾 001 <0郾 004
猴桥镇八里温泉 <0郾 002 0郾 009 0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6郾 360 2郾 930 <0郾 02 <0郾 001 <0郾 004

中和乡欢喜坡温泉 <0郾 002 0郾 006 4 <0郾 000 5 <0郾 000 1 <0郾 002 19郾 300 2郾 180 <0郾 02 <0郾 001 <0郾 004

摇 摇 a. 腾冲县地热温泉资源极为丰富,但总体开发

利用水平低。 腾冲县地热资源丰富的地区对地热资

源的利用主要以洗浴开发和农业灌溉为主,未能建

立地热产业,使宝贵的地热资源停留在低层次、低效

益的开发水平上。
b. 地热资源开发规模较小。 随着腾冲县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通过招商引资,对部分温泉资

源进行了开发建设,开发利用规模较大的温泉主要

有 3 处,即热海温泉、玛御谷温泉和荷花温泉。 其他

温泉的开发利用,多数是以个人开设的澡堂、旅馆等

粗放经营形式存在,还有少部分为当地村民集体共

建的非营利性公共澡堂。
c. 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与地理位置相关。

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地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 而猴桥镇胆扎、轮马村的部分地热温泉,因地理

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温泉水资源仅用于当地农业

灌溉。
d. 缺乏科学合理的地热温泉开发利用规划,重

开发利用,轻节约保护,保护地热温泉资源意识

不强。

7摇 建摇 议

a. 加强对地热水资源的管理,编制科学合理的

地热水资源保护规划及开发利用方案,提出地热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区划意见,保持资源的

长期连续稳定开发,防止盲目随意开发造成资源浪

费和环境地质问题的发生。
b. 在开发地热资源过程中,要强化开发利用与

节约保护并重的意识,积极推广应用高新技术与设

施,提高地热资源开发的科技含量,推广节约型、效
益型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以提高地热利用率,
减少资源浪费。

c. 温泉旅游应该从单一的功能开发、粗放经

营、低层次服务,向多元化、人性化、高水准个性服务

的方向发展,同时要注重温泉的地域文化主题和主

导特色产品的提炼和打造,更加注重温泉资源的整

合与配套开发。
d. 在温泉产品开发中,要加强对温泉水质的监

测,积极宣传温泉理化性质有益健康的特点和功效。
e. 加强对地热温泉的日常监测,深入开展地热

温泉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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