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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居里面特征与干热岩分布预测

梁学堂1，刘 磊1，李 义1，吴 军1，楚德亮2，张海强1

( 1． 湖北省地质局 地球物理勘探大队，湖北 武汉 430056; 2． 湖北省地质环境总站，湖北 武汉 430034)

摘 要: 利用航磁异常数据，采用空间域连续模型居里面反演方法，揭示了湖北省居里面具有隆起和凹陷

相间的团块状构造特征，依此划分为 4 个隆起区、4 个凹陷区。一般来说，在岩浆活动、地壳深部热传导、
地壳断裂热对流等热构造事件活跃区，会导致居里面隆起; 在稳定地台或冷的盆地区，则会造成居里面下

凹。居里面可以大致反映出地壳深部温度场的分布特征，结合地表水文地质情况，初步预测出湖北境内两

处“干热岩”可能存在的区域，为今后勘探、开发利用地热资源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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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工石油燃料总量的减少及其开发利用

带来的环境恶化程度加剧，可再生且无污染的能源倍

受人们关注; 但是气候的变化、季节的变换，在一定程

度上给人们利用这些新能源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在

有利的地区，通过地球物理深部探测技术，勘探无污染

且少受诸如气候等外界条件变化干扰的新能源———干

热岩，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积极开展试验研究的新课题。
“干热岩”是一种没有水或蒸汽的热岩体，主要是

各种变质岩或结晶岩类岩体; 干热岩普遍埋藏于距地

表 2 ～ 6 km 的深处，其温度范围一般在 150 ～ 650℃之

间。从现阶段来说，干热岩地热资源是专指埋深较浅、
温度较高、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热岩体。干热岩贮存的

热能是一种取之不尽、可以循环利用、没有污染的清洁

能源。科学家预测，2030 年左右人类完全可以掌握必

要的技术，利用干热岩大规模发电。早在 1970 年，美

国人莫顿和史密斯就提出利用地下干热岩发电的设

想。2014 年，中国在青藏高原腹地———共和盆地地下

2． 23 km 处成功钻获温度高达 153℃的干热岩，这是中

国首次发现大规模可利用的干热岩资源。目前，中国

地质调查局在东南沿海第一口干热岩科学钻探工程在

龙海已开工钻探，其它干热岩调查项目也正在持续展

开; 而湖北省在寻找、开发利用干热岩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还是空白。因此，利用湖北省航磁资料来反演居里

面，结合深部地质构造特征、岩石热导率等，来预测干

热岩可能的隐伏位置具有重要的科研及现实意义。

1 湖北居里面埋深计算方法

岩石圈居里面是地壳上部埋深几十千米处存在的

一个高低起伏不平的等温面。该处的温度使岩石中的

铁磁性矿物失去磁性，也就是从铁磁性转变成顺磁性

物质的温度( 纯磁铁矿约 578℃ ) 。在居里面以下，岩

石剩余磁化和感应磁化强度均发生突变性锐减，磁化

强度骤然降低。这样以来，在居里等温面以上存在的

具有磁性的侵入岩及火山岩、磁性变质岩、磁性基底等

各类磁性地质体，会产生一个明显的磁性底界面。所

以说居里面不但是个温度界面，也是个磁性界面。这

个磁性界面埋深可以利用航磁异常反演计算出来，通

过研究磁性界面 ( 即居里面的热构造特征) ，进而对

“干热岩”可能的隐伏区域进行科学的预测。
利用航磁异常反演居里面埋深，首先要对航磁异常

( 图 1) 进行低通滤波，求得反映湖北省基底区以下、居
里面以上垂直磁化条件下的区域磁异常，运用空间域连

续模型居里面反演法［1］，以重力、人工地震测深及地质

资料得出的基底深度和基底磁性参数为定解条件，反演

计算出磁性层下界面，即为所求居里面温度的埋深。
居里面反演具体方法如下( 采用重磁数据处理软

件: ＲGIS—2012) 。
( 1) 对湖北省航磁异常进行变纬度、经度化磁极



图 1 湖北省航磁△T 异常图( 变纬度、变经度化磁极)

Fig. 1 Anomaly map of airborne magnetic △T

图 2 湖北省居里面等深图

Fig. 2 Isobath map of Curie depth interface in Hubei Province

处理。
( 2) 对化磁极处理后的航磁异常按 5 km × 5 km

进行网格化处理，共取数 14 688 个。
( 3) 计算湖北全省航磁异常三阶趋势面，并求其

剩余值，即消除了长波异常的背景干扰。

( 4) 采用圆滑滤波处理，滤掉三个点距范围 ( 即

15 km) 的干扰异常，基本消除了频率域计算的局部

干扰。
( 5) 对经过滤波处理的剩余场，按 100 km × 100

km 的窗口进行滑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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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采用有限项调和级数表示水平方向起伏连续

变化的磁性体下界面，界面模型采用直立水平柱体组

合模型，计算居里面埋深采用高斯法解方程。
( 7) 计算时湖北全省平均磁化强度取 300 × 10 －3

A /m，居里面平均深度根据全国计算结果、地温平均梯

度值及重力、人工地震测深等综合考虑取 25 km。
( 8) 根据反演结果绘制湖北省居里面等深图( 图2)。
从居里面反演结果来看，扬子地台武汉地区、鄂西

南地区及南秦岭造山带鄂西北地区为深居里温度深度

区，扬子地台钟祥—京山地区、巴东—石首地区及南秦

岭造山带桐柏大别地区为浅居里温度深度区。这些特

征与湖北省区域地质构造特征大致相吻合。另外，为

了印证反演结果是否正确，根据扬子地区( 湖北) 平均

地温梯度 23． 4℃ /km［2］ 计算，取居里面平均深度 25
km，反算出居里温度为 585℃，与理论值相当( 578℃ ) ，

这说明反演方法和参数选取正确。

2 湖北居里面特征与地壳热状态分析

从居里面等深图上可以看出，湖北省居里面表现

出隆起和凹陷相间的团块状构造，深度在 23 ～ 26． 8
km 范围内变化，最浅在英山县北部，埋深约 23 km; 最

深在黄陂县、咸丰县及竹山县附近，埋深约 26． 8 km。
根据居里面所反映的结构特征，将湖北省分成 4 个隆

起区( 或带) 、4 个凹陷区( 或带) ，具体详见表 1，各区

块解释如下。

表 1 居里面构造分区略表

Table 1 Table of tectonic division of Curie depth interface

分区编号 分区名称

Ⅰ 东大别居里面隆起区

Ⅱ 襄樊—随县—黄陂凹陷区( 带)

Ⅲ 竹山—竹溪居里面凹陷区

Ⅳ 武当山—保康居里面次隆区

Ⅴ 南漳—荆门居里面次凹区

Ⅵ 钟祥—京山居里面隆起区

Ⅶ 沿长江居里面隆起带

Ⅷ 鄂西南居里面凹陷区

2． 1 东大别居里面隆起区(Ⅰ区)

该区大致呈北西走向对应桐柏—大别造山带北

缘，区内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发育，说明该区地热活动

强烈，地幔热流上涌，进而形成了居里面隆起区。隆起

中心位于英山县东北，最浅埋深为 23 km，是湖北省最

浅的居里面。另外，该区北西向与北东向区域性断裂

构造发育，也是地壳断裂热对流的理想区域。
区内热泉分布广泛，且规模大、温度高，如英山—

罗田地热田( 图 3) 、河南信阳的商城地热田等，皆与区

内燕山期强烈的地热活动有关。特别是桐柏—大别区

西段南阳盆地区是全国地温梯度高值区［3］，达 38． 2
℃ /km( 居里面埋深仅 20 km) ，仅次于滇西及藏南玛

曲，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 33℃ /km，这些与该区强烈的

断裂活动引起的地热流上涌分不开的。
2． 2 襄樊—随县—黄陂凹陷带(Ⅱ区)

该区沿襄樊—随县—黄陂一线呈西小东大的勺

状，基本上与扬子地台北缘推覆构造区 ( 带) 相对应。
该区居里面深度变化范围约 26 ～ 26． 8 km，其中对应黄

陂县地区为居里面深凹区，凹陷中心深度约 26． 8 km。
俯冲板块边缘通常都有低的地温梯度［4］，这是由

于俯冲太快以至于没有与周边的物质进行有效地热平

衡。在印支造山期，扬子板块与中朝板块发生陆陆碰

撞，形成近东西走向横贯中国中部的中央造山带。从

区内深部地球物理探测成果可知［5］，扬子板块北缘中、
下地壳向北楔入南秦岭上、下地壳之间，呈鳄鱼式向造

山带中地壳内嵌入，因而形成地壳局部增厚。增厚的

地壳有效阻止了来自地幔的热流扩散，因而在扬子板

块北缘形成了居里面下凹带。另外，虽然该区印支造

山活动强烈，形成了一系列的弧形褶皱—断裂构造带，

但未能发现与三叠系有关的岩浆活动［6］，区内北西向

展布的航磁异常皆为扬子期或加里东期的火山岩或基

性超基性岩引起，并且在湖北航磁异常图上呈高频成

分叠加在低背景值上。这说明该区的岩浆活动属于造

山期之前，印支期及之后岩浆活动基本停止。以上诸

多证据说明该区成为深居里深度区是可能的。
据中国大陆各地现代地温梯度值资料，武汉地区、

襄樊、江汉盆地及其它鄂北地区，地温梯度值 ＜ 30℃ /
km，特别是江汉盆地只有 28． 4℃ /km，远远低于全国平

均值 33℃ /km。这说明该区地热活动相对较弱，居里

面相对凹陷，与地表热泉稀少是吻合的。
2． 3 竹山—竹溪地区居里面凹陷区(Ⅲ区)

该区大致对应竹山、竹溪地区，处于神农架基底西

北缘。居里面深度变化范围在 26 ～ 26． 5 km，总体走

向北西向，因处于鄂—陕省界，居里面等深线未封闭，

但总体与该区地层及主要构造线一致。区内地层为南

华系—青白口系弱变质地层，为南秦岭造山外带的组

成部分。区内北西向浅层断裂构造发育 ( 印支造山

期) ，但缺少活动性深大断裂构造。区内航磁异常为平

静的低值区，只有侵入前志留系地层的基性—超基性

岩及基性火山岩地层产生的局部高磁异常，以高频成

分叠加在区域低磁异常背景之上。区内在印支造山

期，因扬子板块向北插入，据该区深部地球物理资料［7］

来看，青白口系武当群下部可能存在扬子地台古生界

地层，陆陆碰撞造成了地壳增厚，增厚的地壳又有效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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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湖北省温泉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map of spings in Hubei Province

了来自地幔的热流扩散，因而形成了居里面下凹区，故

区内少见有热泉分布。从中国大陆各地现代地温梯度

值可知，该区作为四川盆地北部大巴山向东延伸的部

分，地温梯度值只有 18℃ /km，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

33℃ /km。这说明该区地热活动很弱，居里面为深度

凹陷，与地表热泉稀少是吻合的。
2． 4 武当山—保康地区居里面次隆区(Ⅳ区)

该区分隔Ⅲ、Ⅴ两个居里面凹陷区，是Ⅲ区、Ⅴ区

中间相对隆起的部分，南北向呈长条状对应十堰—武

当山—保康一线，居里面埋深约 25 ～ 25． 5 km，等值线

变化平缓。该区与十堰—保康—五峰重力梯度带对

应，为太行—武陵深部构造变异带的组成部分，也是中

国西部大陆型岩石圈与东部大陆—海洋过渡型岩石圈

的分界线，是中生代以来地壳均衡调整形成的深部构

造格架。当然，伴随着深部构造的形成，也为地幔热流

上升提供了通道。另外，该区东西向区域断裂构造发

育，如青峰、阳日等活动性断裂经过该区中部。从航磁

异常图上也可看出，对应该区存在低缓磁异常带，说明

该区深部存在岩浆活动，为地热异常区，与房县、保康

地区热泉发育相吻合。
2． 5 南漳—荆门居里面次凹区(Ⅴ区)

该区位于太行武陵构造变异带的东缘，居里面呈

长条状南北向展布，凹陷深度约 25． 5 ～ 26 km，地质上

对应荆当盆地和南漳荆门断陷盆地。区内中生代以来

几乎没有岩浆活动，并因接受了巨厚的陆源碎屑沉积

物，特别是部分地区白垩系沉积厚度达数千米，有效阻

隔了地壳深部的热流上涌，是典型的冷盆，故地表少有

温泉分布。
有关学者根据收集到的湖北中新生代盆地 9 口钻

井的稳态温度数据和 124 块岩石热导率，结合已有资

料对江汉盆地及周边地温梯度和大地热流进行了系统

分析，结果显示中新代盆地内热流 41． 9 ～ 60． 9 mW/
m2，平均 52． 3 mW/m2，低于全国大陆平均热流密度
( 65 mW/m2 ) ，与四川盆地大地热流相近，低于下扬子

地区大地热流值，高于上扬子大地热流值，反映了该盆

地从中生代以来由于构造活动减弱，大地热流值快速

下降，导致盆地不断冷却。
2． 6 钟祥—京山居里面隆起区(Ⅵ区)

该区位于江汉盆地北缘的钟祥市、京山县，居里面

呈圆形分布，深度变化范围约 24 ～ 25 km，隆起中心对

应钟祥市东桥镇地区，最浅埋深为 24 km，与周围相比

为弱隆起区。该区北西向断裂构造发育，其中汉江断

裂从北向南穿过该区西半部。断裂之东从老至新分布

随县群变质地层—三叠系地层，断裂之西则为三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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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白垩系中生代地层。对应居里面隆起部位，该区

磁异常呈低缓特征，预示该区深部有岩浆活动，可能存

在沿深大断裂侵入的岩浆房或隐伏大型岩体。区内东

北部钟祥、京山、大洪山等地区，广布热泉，说明该区地

热活 动 强 烈，大 地 热 流 值 较 高，是 热 泉 形 成 的 有 利

区域。
2． 7 沿长江居里面隆起区(Ⅶ区)

该区为浅居里面深度区，以 24． 5 km 为等值线圈

闭，沿巴东—宜昌—监利—嘉鱼—咸宁一线呈向南突

出的弧形，弧形西段为北西西走向，过监利后走向转北

东东，基本与长江延伸方向相吻合。居里面深度变化

范围约 23． 5 ～ 25 km，最浅与黄陵背斜南端的三斗坪

岩体相对应，大部分地区居里面深度在 24 km 左右变

化。区内印支运动以来，在宜昌以东地区中酸性侵入

岩、火山岩发育、分布广泛。从重力及航磁资料推断，

在湖北境内，沿长江存在一条切穿岩石圈的深大断裂，

利于岩浆活动，同时也是传递地球内部热能的有利通

道。区内洪湖、嘉鱼及咸宁地区热泉分布多，规模大，

这种现象与浅居里深度相对应，说明本区确为相对高

地热区。但该区洪湖以西至长阳区段，因地表水( 长江

及湖泊水丰富) 阻隔或地下热流被扩散，在地表则难以

形成热泉。
2． 8 鄂西南居里面凹陷区(Ⅷ 区)

该区大致对应五峰、恩施、咸丰地区。居里面深度

变化范围约 25 ～ 26． 5 km，总体走向北东向，与该区地

层及主要构造线一致。区内地层为古生界、中生界地

层，为上扬子稳定地台区。区内断裂构造( 特别是深大

断裂) 不甚发育，主要为一系列北东走向隔挡式褶皱构

造。区内为莫霍面深凹区; 航磁异常则为平静的低值

区，地表未见岩浆岩出露; 另外区内少见热泉分布，从

全国大地热流值来看，该区大地热流值 ＜ 50 mW/m2，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 63 mW/m2 ) 。以上诸多证据说

明该区岩石圈厚度大，岩浆活动弱，也是地热活动相对

弱的地区。

3 居里面与干热岩的关系

3． 1 干热岩的形成

岩石圈内的大地热流值都是由热传导方式所造

成。一般认为传导热中的 60% 左右是由地幔热流所

提供的，另外的 40% 左右则是地壳放射性元素蜕变所

产生的热。若地幔热流密度值高和相对份额大说明中

地壳以下能量与物质活跃，可能存在岩浆底侵等较强

的壳幔作用。高的地幔热流带常有流体活动伴随，将

导致地壳中的低阻带作为热流及流体上涌带，这样就

有可能在中上地壳某个有利部位形成可供人类利用的

“干热岩”。
从岩石的热导率测定结果可知( 表 2 ) ，橄榄岩和

榴辉岩等地幔岩石热导率高于片麻岩和角闪岩，石英

岩的热导率最高。橄榄石、钙铝榴灰石等地幔常见矿

物的热导率较长石类矿物高 1 ～ 3 倍，因此，斜长岩等

含长石较多的地壳岩石热导率较低。由于地壳岩石的

热导率普遍低于上地幔岩石，来自地幔的热流可以在

莫霍面下方聚集而诱导局部熔融，产生高温的幔源岩

浆的底侵; 还可以使地壳升温变质并使其中角闪岩类

熔融，在地壳内部产生花岗岩类; 若岩浆沿地壳薄弱地

带上浸，就形成了地热异常区。
干热岩的热能赋存于岩石中，较常见的岩石有黑

云母 片 麻 岩、花 岗 岩、花 岗 闪 长 岩 以 及 花 岗 岩 小 丘

等［8］。一般干热岩上覆盖有沉积岩或土等隔热层。

表 2 东海县钻孔岩心热导率测量结果［4］

Table 2 Measurement results of heat conductivity of drill core in
Donghai county

岩石类型 样品埋深 /m 热导率 /
( W·m －1·k －1 )

密度 /
( g·cm －3 )

榴辉岩 424 ～ 674 4． 63 ～ 5． 24 3． 48
二辉橄榄岩 211 4． 86 3． 50
花岗片麻岩 60 ～ 365 3． 78 ～ 4． 63 2． 87

角闪斜长片麻岩 58 ～ 410 2． 75 ～ 4． 38 2． 68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300 ～ 970 2． 64 ～ 3． 47 2． 76
黑云母斜长角闪岩 222 ～ 972 2． 713 ～ 3． 364

石英岩 325 ～ 386 7． 79 ～ 8． 82 2． 67

3． 2 居里温度面与干热岩的关系

人们为了利用干热岩储存的热能，查明干热岩的

隐伏位置和深度是必须的。但采用常规地质调查手段

则无法完成该项任务，因温度达到 150 ～ 250℃的干热

岩隐藏深度至少要 2 ～ 6 km，所以采用反演居里面埋

深的方法间接解决这个问题是最简单和经济的。湖北

居里面的埋深通常在 25 km 上下，显然居里面的深度

要比能被开发利用的干热岩埋深要大得多。但通过居

里面的结构特征，可以间接反映出岩石圈的热活动状

态。在居里面隆起区，预示着地壳深部热传导、沿深大

断裂的热对流、局部的放射性热效应和上地幔热辐射

等岩石圈热活动强烈; 居里面凹陷区，岩石圈热活动

则相对较弱。一般来说，现今的居里面特征，基本反

映了新生代以来的构造活动及由此引起的热事件。
因此，那些被来自地壳深处的热能加热或自身放射

性元素蜕变所产生的所谓“干热岩”，其隐伏位置与

居里面就存在着某种联系，那就是居里面隆起位置

更有利于干热岩的形成，或者说是干热岩可能的“藏

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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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钟祥—京山地区温泉与构造关系图

Fig. 5 Ｒelation graph of thermal spring structure in Zhongxiang-Jingshan area

4 湖北干热岩分布预测

4． 1 干热岩选区原则

干热岩温度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而升高，资源量

也与深度呈正比。但和其它地区相比埋藏深度一定要

浅些。只要岩体温度高、埋藏深度合理、内含流体较少

( 或不含流体) 、能用干热岩技术来提取岩体中的热量

的岩体即可被人类开发利用。
地热梯度和热流值较高的地方最有利于干热岩的

开发利用，因此，应选择板块碰撞地带、大陆内部的断

陷盆地等地区。
从岩石本身的物理性质考虑，应选择密度大、热传

导率高的岩石。一般来说，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类优

于其他的岩石 ( 如辉长岩、玄武岩类) 。此外，花岗岩

本身含有较高浓度的放射性元素，这些放射性元素不

断地衰变并释放能量，从而增加干热岩的热量供应。
因而，选址时还应注意花岗岩生成的时间，生成时间越

长，其损失的能量越多。
4． 2 湖北干热岩分布预测

前已述及，干热岩“隐身”位置与居里面隆起有着

某种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另外，在地表水文地质、大地

热流等方面同样也会有所示踪。一般来说，地表大面

积的热泉分布及大地热流值高的区域，预示着该区为

地热异常区，是干热岩形成的有利区域。
根据干热岩选区原则，结合湖北居里面特征、大地

热流值及地面热泉分布情况，初步预测符合干热岩分

布特征的共有两处: 其一为东大别居里面隆起区 ( Ⅰ
区) ; 其二为钟祥—京山居里面隆起区( Ⅵ区) 。
4． 2． 1 东大别居里面隆起区( Ⅰ)

位于英山县九资河、石头咀一带，为大别

造山带的核心部位。该区北东及北西向深大

断裂构造发育，具有地幔热流上升的有利通

道; 在印支造山后期拉张环境下，区内分布众

多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 图 4 ) 。因花岗岩含

有大量的石英，有较高的热导率，为深部热流

上涌提供了良好的储存载体; 另外，花岗岩放

射性元素含量高，自身也可产生可观的热能。
该区地表分布热导率较低的古老片麻岩，具

备了较好的封盖条件。因此，从干热岩形成

的生、储、盖条件来讲，该区是寻找干热岩的

理想区域。
从湖北热泉分布图上也可以看出，该区

40 ～ 90℃中低温热泉分布有数十处，这是该区

地热活动强烈的有力证据，这也间接证明了该区是干

热岩形成的有利部位。

图 4 东大别地区温泉分布与构造关系图

Fig. 4 Ｒelation graph of thermal spring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e in eastern Dabie area

4． 2． 2 钟祥—京山居里面隆起区( Ⅵ区)

主体位于江汉盆地北缘的钟祥市、京山县一带，向

南呈半岛状延伸至江汉盆地内。该区北西向断裂构造

发育( 图 5) ，在江汉盆地区亦有隐伏北东向深大断裂，

具备深部热流上涌的通道。航磁异常显示该区深部存

在岩浆活动，可能存在沿深大断裂侵入的岩浆房或隐

伏中酸性大型岩体，是深部热能储存的良好载体。该

区分布热导率较低的沉积盖层( 如: 随县群变质地层、
中新生代地层) ，具有较好的封盖条件。以上诸多证据

说明该区具有干热岩形成的生、储、盖条件，也是寻找

干热岩的理想区域。
据秦岭及南北陆块地区上地幔低阻层与大地热流

值分区资料，湖北钟祥、京山、随县为湖北高热流值区

( q ＞ 50 mW/m2 ) 。另外，从图 3 可看出，该区各类热泉

分布广泛，是湖北分布有 T ＞ 90℃ 的中高温地热资源

的地区之一。以上两条也是干热岩形成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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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利用航磁异常反演居里面的方法研究，国内地球

物理学家早有尝试，其中以侯重初［9］直接计算磁性下

界面深度的功率谱法最为典型。但各种方法反演结果

相差较大，甚至有反演的居里面深度超过了莫霍面深

度，这显然是不合乎地质逻辑的。本文依据湖北省的

航磁资料，采用空间域连续模型居里面反演程序，得出

的居里面构造特征与湖北省区域地质情况基本吻合;

根据湖北平均地温梯度及居里面平均深度，反算出的

居里温度与理论值相符，这说明本次反演采用的技术

方法及参数是正确的; 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反演得

出的居里面隆起区，竟然与湖北热泉分布高度吻合。
以上情况说明，用居里面来揭示地壳的热结构，是科学

可行的。
湖北省居里面表现出隆起和凹陷相间的团块状构

造，每个构造块体地质特征及地球物理特性上又具有

明显的差异，这反映出湖北扬子板块和中央造山带都

是由若干小陆块拼合而成，每个小陆块边缘由断裂切

割围限，深大断裂往往成为热对流的通道。因此，居里

面虽然受到莫霍面的热传导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受到

地壳断裂热对流所控制，所以从形态上它与地质构造

单元并不一一对应( 比如: 武汉地区为莫霍面隆起区，

但它却是居里面凹陷区) ，它是地壳深部热传导、沿断

裂的热对流、局部的放射性热效应和上地幔热辐射的

综合作用的结果。
理论上，大陆地壳任何部位都有可能作为干热岩

的候选地，但实际开发干热岩的经济可行性因素对选

址起着重要影响。如何准确选取最佳钻探与开发地，

仍是干热岩研究的一个前沿性课题。湖北居里面深度

超过 20 km 以上，其相对起伏变化范围达 2 ～ 5 km，显

然居里面构造特征不能完全反映出干热岩的分布状

态，因为目前干热岩的定义只局限于埋深 ＜ 6 km、温度

达到 150 ～ 650℃ 之间，能被开发利用的地热异常区。
显然，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尽管如此，通过研究居里

面特征来揭示出岩石圈的热活动状态，结合区域地质、
大地热流值及地表热泉的分布情况，进而预测出相对

较浅的、目前能被人类利用的干热岩可能的隐伏位置，

对未来寻找、开发利用干热岩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和

引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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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Curie Depth Interface and Distribution Forecast of
Hot Dry Ｒock in Hubei Province

LIANG Xuetang1，LIU Lei1，LI Yi1，WU Jun1，CHU Deliang2，ZHANG Haiqiang1

( 1．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Brigade of Hubei Geological Bureau，Wuhan，Hubei 430056; 2． Hubei Geological Environment Station，Wuhan，Hubei 430034)

Abstract: Using the magnetic anomaly data and the spatial domain continuous model，it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ock structure of the Hubei Province，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lift and depression in Curie depth interface，

and is divided into 4 uprift areas and 4 depressed areas． In general，in the magmatic activity and rustal deep heat conduc-
tion，heat tectonic events active area，will lead to the uplift of the Curie depth interface，in a stable platform or cold basin
area，will lead to the concave of the Curie depth interface． Because the Curie depth interface roughly reflects the distribu-
tion features of the deep crust temperature field，so it will be possible to explain deep thermal structure with using aero-
magnetic anomalies，especially circle the concealed location of the hot dry rock．
Key words: aeromagnetic anomaly; Curie depth interface; terrestrial heat flow value; hot dry rock; heat conductivity;

geothermal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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