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
据
中
心
基
础
设
施
设
计
规
程

上
海
市
建
筑
建
材
业
市
场
管
理
总
站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暋
暋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计规程

Designspecificationfordatacenter
infrastructure

DG/TJ08-2125-2013
J12443-2013

2013暋上海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计规程

Designspecificationfordatacenter
infrastructure

DG/TJ08-2125-2013

主编单位: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信息化发展研究协会

上海电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批准部门: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施行日期:2013年11月1日

2013暋上海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

沪建交[2013]809号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关于批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计规程》
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主编的《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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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2013,自2013年11月1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管理、上海现代

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二曫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前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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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根据上海地区数据中心的发展需要,按建设规模、可

靠性、使用属性的要求,将数据中心机房分成不同的等级,并规定

了不同等级的数据中心设计要求和设施配置原则。

本规程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基本规定、通信

系统、建筑设计、机电设计等。

本规程在执行过程中,若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上海现代建

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石门二路258号,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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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总暋则

1灡0灡1暋为规范数据中心机房设计,确保数据中心系统安全、稳
定、可靠运行,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节能环保,制
定本规程。

1灡0灡2暋本规程适用于新建和改建、扩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

设计。

1灡0灡3暋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计,应遵循近期建设规模与远期发

展规划协调一致的原则。

1灡0灡4暋数据中心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本市

现行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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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术暋语

2灡0灡1暋数据中心datacenter
为存储、处理、传输电子信息,包含存储设备、服务器、通信网

络设备设置的集中系统。

2灡0灡2暋主机房computerroom
用于电子信息处理、存储、交换和传输设备的安装、运行和维

护的建筑空间。包括服务器机房、网络机房、通信网络接入间、存

储机房等功能区域。

2灡0灡3暋支持区supportarea
支持并保障完成信息处理过程和必要的技术作业的场所。

包括变配电室、柴油发电机房、UPS室、电池室、空调机房、动力站

房、消防设施用房、消防和安防室等。

2灡0灡4暋辅助区auxiliaryarea
用于数据中心设备和软件的安装、调试、维护、运行监控和管

理场所,包括进线间、测试机房、监控中心,备份库、打印室,维修

室等。

2灡0灡5暋行政管理区administrativearea
用于日常行政管理和客户对托管设备进行管理的场所。包

括:工作人员办公室、客户接待室、门厅、休息室、值班室、盟洗室、

更衣间等。

2灡0灡6暋电磁干扰(EMI)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
经辐射或传导的电磁能量对设备或信号传输造成的不良

影响。

2灡0灡7暋电磁屏蔽electromagneticshielding
2



用导电材料减少交变电磁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屏蔽。

2灡0灡8暋冗余redundancy
冗余是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中某些部件发生故

障时,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由此减少系

统的故障时间。

2灡0灡9暋N+X冗余 N+Xredundancy
系统满足基本需求外,增加了 X个单元、X个模块、X个路径

或X个系统。任何N个单元、模块或路径的故障或维护不会导致

系统运行中断。(X=1~N)

2灡0灡10暋容错faulttolerant
容错系统是具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相同配置的系统,在同一时

刻,至少有两套系统在工作,每套系统是(N+M,M=O~N)结
构。按容错系统配置的场地设备,至少能经受住一次严重的突发

设备故障或人为操作失误事件而不影响系统的运行。

2灡0灡11暋数据容灾备份 Datadisasterrecovery
为解决因地震、水灾、火灾、盗窃等原因而造成的数据安全问

题,进行重要数据(包括数据库等信息)本地或异地备份。

2灡0灡12暋能源效率(PUE)PowerUsageEffectiveness
评价能源效率的指标,是消耗的所有能源与IT 负载使用的

能源之比,计算公式:PUE =总设备能耗/IT 设备能耗;PUE比

率基准为2,越接近1表明能效水平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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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基本规定

3灡1暋数据中心选址

3灡1灡1暋互为备份的数据中心之间直线距离不宜小于30公里。

3灡1灡2暋互为备份的数据中心不宜有同一个220(或110)kV 变电

站供电。

3灡1灡3暋数据中心选址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电力供应稳定可靠,交通、通信便捷;

2暋自然环境清洁,远离生产或贮存具有腐蚀性、易燃爆物品

的场所;

3暋避开低洼区域;

4暋远离强振动源和强噪声源;

5暋避开强电磁干扰源。

3灡2暋数据中心主机房的分级及技术指标

3灡2灡1暋根据其规模、性质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数据中

心主机房可划分为 A、B1、B2、C四个等级。

3灡2灡2暋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数据中心主机房应为 A级:

1暋数据中心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

损失;

2暋数据中心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3灡2灡3暋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数据中心主机房应为B1级:

1暋数据中心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较大经济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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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数据中心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公共秩序混乱。

3灡2灡4暋符合下列情况的数据中心主机房应为B2级:

数据中心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局部社会影响或经济损失。

3灡2灡5暋不属于 A级或B1,B2级的数据中心主机房应为C级。

3灡2灡6暋互为备份的数据中心,其主机房的等级应一致。

3灡2灡7暋主机房内部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等级的区域,并按不同的

标准进行设计。

3灡2灡8暋数据中心主机房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3灡2灡8的规定。

表3灡2灡8暋数据中心主机房的技术指标

A级
(容错型)

B1级
(可并行维护型)

B2级
(冗余设计型)

C级
(基本型)

部件冗余 2(N+1)或S+S N+1 N+1 N

年宕机时间

不大于
0灡4h 1灡6h 22灡0h 28灡8h

综合可用性

系数不低于
99灡995% 99灡982% 99灡749% 99灡671%

电源可靠性

系数不低于
99灡999% 99灡999% 99灡99% 99灡9%

电源系统配置
UPS,且应设

自备发电机
UPS,且宜设

自备发电机
UPS,且可设

自备发电机
UPS

3灡3暋机房环境要求

3灡3灡1暋主机房的环境温湿度应满足计算机设备的使用条件。

3灡3灡2暋有洁净度要求的 A级、B1级机房,其洁净空调系统设计,

应符合《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5007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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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机房工艺要求

4灡1暋一般规定

4灡1灡1暋数据中心通信设施的设计应满足多运营商的接入要求。

4灡1灡2暋A级、B1级数据中心通信接入室不应少于两个。

4灡2暋通信设施配置

4灡2灡1暋A级数据中心

1暋应实现双路由及以上通信接入。

2暋主要的通信设备应有冗余措施,并实现自动切换。

4灡2灡2暋B1级数据中心

1暋应实现双路由通信接入。

2暋主要的通信设备宜有冗余措施,并实现自动切换。

4灡2灡3暋B2级数据中心

1暋宜实现双路由通信接入。

2暋主要的通信设备宜有冗余措施,并实现自动切换。

4灡2灡4暋C级数据中心

1暋可实现双路由通信接入。

2暋主要的通信设备可有冗余措施,并实现自动切换。

4灡3暋机柜与机架

4灡3灡1暋数据中心的机柜宜根据服务器、存储设备以及通信网络

设备的大小选用。

4灡3灡2暋机柜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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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机柜宜为四立柱或6立柱的立方体框架结构;

2暋机柜的水平支撑应平稳可靠,可按防震要求与地面固定

安装;

3暋机柜侧门应可拆卸;

4暋机柜组合安装后应符合通风散热要求。

4灡3灡3暋机柜的尺寸按使用要求确定,且宜符合表4灡3灡3的规定。

表4灡3灡3暋布线机柜尺寸(单位:mm)

高度(h) 宽度(w) 深度(l) 备暋暋暋暋暋注

2200 800 1100 适合空调采用下送风时选用

2200 800 1000 适合空调采用上送风时选用

2200 600 1100 适合空调采用下送风时选用

2200 600 1000 适合空调采用上送风时选用

4灡3灡4暋当有多排机柜时,机柜排列方式宜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1暋统一柜面朝向;

2暋面对面或背靠背方式。

4灡3灡5暋当发热量比较大时,在冷热通道的基础上,机柜宜采取适

当的封闭措施。

4灡3灡6暋机柜列间距布置应按操作空间大小、线缆走向、机柜散

热、机柜供电、管理等要求综合确定,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暋机柜相向而列时,机柜正面间隔不宜小于1300mm,机柜

背面间隔及末排机柜距墙壁均不宜小于1000mm;

2暋机柜同向而列时,机柜正面间隔及首排机柜距墙壁均不

宜小于1100mm,末排机柜距墙壁不宜小于1000mm;

3暋对改、扩建数据中心的机柜及设备,应按原供电方式、设
备耗电情况,合理排列。当无法满足时,过道间距应符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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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4灡3灡7暋机柜侧面与墙之间走道宽度不宜小于1000mm;并列的两

排机柜之间走道宽度不宜小于1500mm。

4灡3灡8暋机柜散热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下送风机房中机柜应符合下列散热要求:

暋1)机柜应符合下送风气流模式,机柜底部采用全开口方

式,并应具有调节风量的能力;

暋2)根据机柜功率大小,机柜顶部宜安装多组低噪声、长寿

命型风扇。风扇电源应有单独的过载、过热保护和控制

开关;并可配置风扇运行状态监控接口;

暋3)机柜内的数据设备与机柜前、后面板的间距不应小

于100mm;

暋4)机柜层板应有利于通风,多台发热量大的设备不宜叠放

在 同 一 层 板 上,最 下 层 层 板 离 机 柜 底 部 不 应 小

于150mm;

暋5)宜少用整块的层板,推荐使用条状的固定支架(或导

轨),以利于上下通风散热。

2暋上送风机房中机柜应符合下列散热要求:

暋1)机柜应符合上送风气流模式,宜采用前后均无柜门的开

架式机柜或安装网格状柜门,网格等效直径不应小于

10mm,通风面积比例不应小于70%;

暋2)机柜层板应利于通风,多台发热量大的数据设备不宜叠

放在同一层板上。

4灡3灡9暋 机柜设备耗电与发热量限值设计应符合表 4灡3灡9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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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灡3灡9暋机柜设备耗电与发热量限值值

序号 列间距
单位面积

平均功率

单机柜最大电流
(电压220V)

单机柜

最大功率

单机柜最多

设备台数

1 曒1100mm 曑2kVA/m2 曑18A/柜 曑4灡0kVA/柜 曑18台/柜

2 曒1000mm 曑1灡5kVA/m2 曑14A/柜 曑3灡1kVA/柜 曑16台/柜

3 曒1000mm 曑1kVA/m2 曑10A/柜 曑2灡2kVA/柜 曑14台/柜

暋暋注:1灡单机柜功率超过4kVA/柜时,应按机柜发热量调整列间距;

2灡如上述1灡不能满足要求时,可调整列设备台数。

4灡3灡10暋机柜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金属机柜应接地,且宜预留供机柜和机房接地铜排相联

接的接地端子。

2暋每面柜体均宜采用专用接地线缆将机柜内接地端子就近

与机房接地铜排可靠近连接,不得采用线缆串接方式联接。

3暋机房接地电阻值应满足设备功能接地电阻值要求,并不

应大于1灡0毟。

4灡4暋布线系统

4灡4灡1暋布线系统宜采用双星型拓扑结构,子系统应相对独立,每
个子系统变更应不影响其他子系统。

4灡4灡2暋布线系统选用的各类线缆应满足数据存储及局域网内服

务器和交换机之间的数据快速交换,满足网络升级换代要求。

4灡4灡3暋选用的线缆应使用高密度、经合格检测的光纤或电缆;各
种线缆和配线设备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楼通信综合布线系

统》(YD/T926灡1~3)和《数字通信用对绞/星绞对称电缆》(YD/

T838灡1~4)的规定。

4灡4灡4暋所有的配线电缆、连接硬件、跳线、连接线等类别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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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持一致,不应混用类别与性能不同的产品。

4灡4灡5暋机房内线缆宜布放至机柜内配线架,并在配线架端口上

标明对应机架编号。

4灡4灡6暋数据中心应在所有接插线和跳线的两端加上标签,并在

电缆两端标注名称。

4灡4灡7暋A 级、B1级数据中心的通信网络宜按全光纤布线进行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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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暋建筑设计

5灡1暋一般规定

5灡1灡1暋应按数据中心建设规模、设施功能和使用要求,并结合数

据中心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及城市规划条件等因素确定建筑物的

形态与布局。

5灡1灡2暋数据中心建筑的耐久年限不小于50年。

5灡1灡3暋数据中心区域无线通信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电信网络设

备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及测量方法》(GB19286)的规定;其室内最

大辐射场强,应符合《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GB9175)中的一级

安全标准要求。

5灡2暋建筑设计

5灡2灡1暋数据中心宜设置主机房、支持区和辅助区等功能区域。

5灡2灡2暋主机房的使用面积应根据设备的数量、外形尺寸和布局

形式确定,且应结合远期规划预留发展空间。

5灡2灡3暋A级、B1级数据中心宜设企业数据监控中心(ECC)。

5灡2灡4暋数据中心楼层动荷载不应小于6kN/m2;电源电池室等机

房的楼面动荷载应符合设备荷载要求。

5灡2灡5暋主机房楼层净高,应按设备高度、线缆管线通道高度、施
工维护所需空间确定。各类工作房的净高值宜符合表5灡2灡6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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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灡2灡6暋新建数据中心的机房净高指标推荐表

类暋暋暋别 总配线架高度(m) 净高(m) 注

主机房和辅助房 — 3灡3 含架空地板高度

配线室
(含架空地板高度)

总配线架高度曑3灡1m 3灡5

总配线架高度曑3灡75m 4灡2

总配线架高度不宜超

过3灡75m

5灡2灡6暋楼层内走道净宽度,单面开门的走道不宜小于1灡5m,双
面开门的走道不宜小于1灡8m,走道的净高不应低于3m。

5灡2灡7暋内置设备的工作用房的外门宜向走道开启,门洞宽度不

宜小于1灡5m,门洞高不宜小于2灡2m;不安置设备的工作房外门,

宽度不宜小于0灡9m。

5灡2灡8暋设置在二楼及以上的机房宜设货运电梯,其核定载重量

不宜小于2灡0T;数据中心内应配置不少于一个可供搬运设备用

的楼梯,楼梯的门洞净宽度不宜小于1灡5m,门洞、梯段净高不应

小于2灡2m。

5灡2灡9暋数据中心安装设备的机房不宜设置外窗,当必须设置外

窗时,应符合安全和节能要求。

5灡2灡10暋安装设备的机房及辅助房上层不应设置易产生积水的

用房,并不宜与容易积水的房间相邻。

5灡2灡11暋安装核心网络设备的机房不宜设在顶层。当设在顶层

时,屋面应采取防水保温措施。

5灡2灡12暋数据中心主机房不应设置在配电变压器的正上方和正

下方。

5灡2灡13暋数据中心机房不宜设在地下层,当必须设在地下层时,

应采取防水、防潮及温湿度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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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灡3暋建筑抗震

5灡3灡1暋数据中心建筑抗震等级不宜低于7度。

5灡3灡2暋新建数据中心建筑的抗震设计应符合《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分类标准》(GB50223)和《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08-9)的
规定。

5灡3灡3暋改建、扩建的数据中心建筑抗震应符合《既有建筑抗震鉴

定与加固规程》(DGJ08-81)和《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08-9)

的规定,必要时可进行现场结构检测和安全性评估。

5灡4暋机房工程

5灡4灡1暋A、B1级数据中心机房内装饰应使用不燃材料,且不燃材

料应符合《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GB8624)中A级性能的

规定;其他等级数据中心内装饰宜使用不燃材料。

5灡4灡2暋不铺设活动地板的机房,地面可采用水磨石或地砖,在地

面再铺设防静电地板胶;铺设活动地板的机房,应采用不燃材料

或耐火材料制造的活动地板,且应具有良好的防静电、防老化及

防龟裂性能。

5灡4灡3暋机房墙面宜喷塑或涂刷乳胶漆,机房顶面不宜设置吊顶。

5灡4灡4暋数据中心主机房应设专用的出入口,各出入口应设置门

禁系统。

5灡4灡5暋A级、B1级数据中心宜设机房环境综合监控系统。

5灡4灡6暋A、B1级数据中心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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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暋机电设计

6灡1暋一般规定

6灡1灡1暋A 级、B1级数据中心应由两路或两路以上独立电源供

电,B2级数据中心宜由两路独立电源供电。

6灡1灡2暋A级、B1级数据中心主机房宜作供电可靠性校验。

6灡1灡3暋数据中心各区域的设计照度值、眩光值、显色指数、照度

均匀度等技术指标应满足数据中心的工艺要求。

6灡1灡4暋数据中心能源效率指标(PUE)应不大于2。

6灡2暋供配电系统

6灡2灡1暋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设计应根据其分级要求、建筑特点、

负荷性质、用电容量和供电条件等因素确定设计方案。

6灡2灡2暋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设计应遵循分区、分级的原则;

2暋为主机房、专用空调等重要负荷供电、互为备用的变压器

应满足在应急情况下承担所有重要负载的要求;

3暋数据机房供电变压器低压侧功率因数补偿柜内宜设置抑

制谐波的电抗器,并应根据负载的谐波特征频率选择适配的电抗

器,且应注意避免发生系统局部谐振;

4暋供配电系统设计应运用成熟有效的节能措施,降低供配

电系统自身的损耗;

5暋空调系统和其他功率较大的用电设备宜专线供电。

6灡2灡3暋数据中心主机房供配电系统的可靠性宜符合表6灡2灡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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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表6灡2灡3暋数据中心主机房供配电系统可靠性等级

数据中心等级 供电可靠性(%)

A级 99灡999%及以上

B1级 99灡999%及以上

B2级 99灡99%及以上

C级 按市电99灡9%

6灡2灡4暋A级数据中心的主机房应设置专用变压器;B1级数据中

心的主机房宜设置专用变压器。

6灡2灡5暋A级、B1级数据中心主机房应设专用柴油发电机组作为

自备电源。

6灡2灡6暋A级数据中心宜配置两组独立的自备应急电源,每组自

备应急电源的供电容量应能满足全部应急保障设备负荷的需求,

包括 UPS电源系统、机房空调、机房照明、蓄电池充电设备等。

6灡2灡7暋自备发电机组的选择与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 当数据中心专用自备发电机组的总容量达到或超过

8000kVA时,宜采用10kV发电机组。

2暋10kV发电机组宜采用小电阻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值应

与同级公共电网的继电保护方式相匹配。

3暋单台发电机组的容量及台数应根据负载的最大单台设备

启动电流、投入顺序及总负载容量等因素确定。当负载较大时,

可采用多机并列运行,并可分组分区供电。

4暋发电机组的容量及机组台数应符合表6灡2灡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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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灡2灡6暋柴油发电机组的容量及机组台数

数据中心等级 柴油发电机组的容量及台数的冗余度

A级 2(N+1)或2N

B1级 N+1或 N

暋暋5暋当采用2N和2(N+1)冗余方式时,两组柴油发电机应分

别布置在两个机房内。

6暋当发电机组的主要负载为 UPS时,发电机组容量选择应

考虑 UPS装置的功率因数、电池组充电功率及谐波电流等因素

对发动机负载能力的影响。

7暋自备发电机组的总容量达到或超过8000kVA 时,宜配置

测试用负载设备。

6灡2灡8暋发电机房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发电机房应根据数据中心等级的要求采用独立式或附设

式。附设式发电机房宜设置在地面一层;当发电机房设置于地下

层时,应采取防水、防潮措施。

2暋数据中心设有独立式10kV 或35/10kV 变配电所时,发
电机房宜与其靠近布置或合并布置。

3暋柴油发电机组储油装置(日用油箱、储油罐)设置的设计,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暋1)A级数据中心宜在室外设置满足12h发电机组耗油量

的储油设施,B1级数据中心宜在室外设置满足8h发电

机组耗油量的储油设施。

暋2)发动机房内应设置储油间,其总储存量不应超过机组8h
的耗油量,并应采取防火措施。

暋3)应分别装设电动和手动油泵,其容量应按最大卸油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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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油量确定;当机组多、储油量大时,宜分别设置卸油泵

和供油泵;机组数量少时,卸油泵和供油泵可共用。

6灡2灡9暋UPS电源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UPS装置的选择,应按负荷性质、负荷容量、供电时间等

要求确定;UPS电源系统负荷(输出)应按下列要求设计:

暋1)设备负荷明确时,按设备负荷数据计算;

暋2)若设备负荷不明确时,按设备机柜平均负荷计算。

2暋UPS蓄电池组容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暋1)当供电系统中设有自启动备用柴油发电机组时,机房预

置不间断电源的持续供电时间不宜小于10min;

暋2)当供电系统中未设置自启动备用柴油发电机组时,不间

断电源的持续供电时间不宜小于8h供电。

3暋UPS冗余形式应与数据中心分等级相匹配,宜符合表

6灡2灡10的规定:

表6灡2灡10暋UPS系统冗余形式

数据中心等级类别 UPS系统冗余形式

A级 2N或2(N+1)

B1级 N+1

B2级 N+1

C级 N

暋暋4暋当 UPS系统采用双母线冗余系统,且需进行末端切换

时,其双母线之间宜设置电源同步装置。

5暋300kVA及以上的 UPS宜具有公共静态旁路和维护旁路

功能,且应拥有两个电源输入端口。

6暋当三台及以上台 UPS并联时,应具有手动式的公共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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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路功能。

7暋当 UPS装置容量大于100kVA,且其总谐波电流畸变率

(THDi)大于15%时,宜在 UPS电源输入端采取谐波治理措施。

8暋200kVA及以上的 UPS装置宜设置电源监控系统。

6灡2灡10暋UPS设备房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UPS设备房应近邻用电负荷中心。

2暋200kVA 及以上的 UPS装置应设置专用设备房,其余

UPS装置宜设置专用设备房。

3暋当采用双总线(冗余)UPS系统时,两组 UPS应分别设置

设备房;互为备份的 UPS电源系统宜安装在不同的防火分区内。

4暋大于200kVA的 UPS装置宜设置蓄电池间,两组互为备

份的 UPS系统宜分别设置电池间。

5暋UPS设备房应满足设备的荷载、温度、湿度等要求。

6暋UPS设备房不应有与其运行及维护无关的设备管道

通过。

6灡2灡11暋高压配电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两路或两路以上市电电源的高压配电系统可按单母线分

段方式设计,当两路市电电源互为全备用时,两段母线间可不设

置联络;

2暋高压配电系统应采用放射式配电;

3暋两路市电线路宜分开敷设,当无法分开时宜采取防火隔

离措施。

6灡2灡12暋低压配电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数据中心主机房内的配电系统应采用 TN灢S系统。

2暋A级、B1级数据中心可设电源净化装置,防止电网电压

波动或电网闪变影响系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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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 数据中心主机房的低压配电系统应与其他配电系统

分设。

4暋电源切换宜采用PC级自动转换开关。

5暋主机房的 UPS电源系统和机房空调设备宜由同一组配

电变压器供电。

6灡2灡13暋低压电器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机械式自动转换开关(ATS)应符合下列规定:

暋1)ATS的转换动作时间,应满足负荷允许断电时间的

要求;

暋2)A 级、B1级数据中心主机房配电系统所选用的 ATS应

具有旁路及检修隔离功能;

暋3)A 级、B1级数据中心电系统中所选用的 ATS在切换过

程中宜保持中性导体连续导通;

暋4)大容量的 ATS应具有切换时间调节的功能,切换时间

应与供配电系统继电保护时间相配合;

暋5)大功率设备应能够分组投入自备发电系统。

2暋静态自动转换开关(STS)应符合下列规定:

暋1)电源转换时间应不大于10ms;

暋2)应具备过电压和欠电压探测与保护功能,当输入交流电

压过高或过低时,静态自动转换开关能自动切换至另一

路电源;

暋3)应具备断电自动转换功能,当一路电源断电,静态自动

转换开关能自动切换到另一路电源;

暋4)应具备事故报警功能,包括电源断电报警、电源参数报

警、超载报警。报警音响应可手动和经延时自动消除;

暋5)应具备手动切换与自动切换的转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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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6)宜具备自动定期转换功能。

3暋在配电系统中,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应具备 A 型

剩余电流保护特性。

4暋A级、B1级数据中心的终端配电设备宜设置中性点对地

电压监测仪表。

6灡2灡14暋配电线路布线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A级数据中心主机房的配电干线应采用耐火性能不低于

A1级的电缆或采取等效的防火措施。

2暋B1级数据中心主机房的配电干线应采用耐火性能不低于

A栻级的电缆或采取等效的防火措施。

3暋除直埋和穿管暗敷的电缆外,A 级、B1级数据中心的主

机房、辅助区和支持区的配电干线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 A类电缆

或同级别的母线槽。

4暋B2级主机房、辅助区和支持区的配电干线宜采用低烟无

卤阻燃 A类电缆或同级别的母线槽。

5暋除全程穿管暗敷的电线外,A 级、B1级数据中心的主机

房、辅助区和支持区的分支配电线路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 A类的

电线。

6暋B2级数据中心的主机房、辅助区和支持区的分支配电线

路宜采用低烟无卤阻燃 A类电线。

6灡2灡15暋机房空调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主机房空调设备应设置专用的配电柜。

2暋主机房空调配电柜宜采用双电源供电、末端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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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3暋空调系统

6灡3灡1暋数据中心主机房及电源室应设置专用空调系统。

6灡3灡2暋主机房应维持正压,主机房与其他房间、走道的静压差不

宜小于5Pa,与室外的静压差不宜小于10Pa。

6灡3灡3暋空调设备宜采用风冷式或水冷式空调机组。高密度数据

中心应采用水冷式冷却系统。冷源采用冷水机组时,冷源系统应

采取应急备份措施。

6灡3灡3暋数据中心机房空调系统最小新风量宜按下列两项要求取

最大值:

1暋按机房内额定人员计算,每人40m3/h;

2暋维持机房内正压所需风量。

6灡3灡4暋数据中心机房空调系统的供冷量应以数据中心机房内所

有设备产生的热量和新风系统、围护结构系统、照明系统等产生

的热量进行综合计算。

6灡3灡5暋空调与制冷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空调与制冷设备应符合可靠、高效、节能和环保要求;

2暋采用水冷系统的数据中心应设置冗余设备(冷水机组、冷

水泵、冷却水泵),A、B1级数据中心宜具有 N+X(X=1~N)

冗余;

3暋不设冗余设备的数据中心机房,单台空调设备的供冷能

力应有20%~40%余量;

4暋A、B1级数据中心机房空气处理机组应设置空气过滤器,

空气处理器尘粒捕集效率应不小于80%(比色法效率为20%~

30%);过滤器应便于清洗与更换,空气处理机组设置时应留有相

应的维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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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3灡6暋水冷系统水质应满足表6灡3灡6要求:

表6灡3灡6暋水冷系统水质

参暋暋暋暋数 推 荐 限 值

pH 值 7~9

缓蚀剂 按需

硫化物 <10ppm

硫酸盐 <100ppm

氯化物 <50ppm

细菌 <1000CFU/mL

总硬度(CaCO3 等) <200ppm

蒸发后的沉淀物 <500ppm

浊度 <20NTU(浊度计测定)

6灡4暋通风管道与气流组织

6灡4灡1暋通风管道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数据中心空调机组可设置在主机房附近的空调机房内,
或可直接设置在主机房内;

2暋空调通风管道穿过防火墙时,应在穿过防火墙处的风管

上设置防火阀,防火阀应具有手动与自动功能;

3暋数据中心空调风管与水(液)管道的绝热、消声材料和黏

结剂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难燃B1级材料,管道外表面应进行绝热、
隔汽处理;

4暋送风通道与回风通道之间应有效分隔,冷送风与热回风

不应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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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暋数据中心机房采用上送风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暋1)机柜宜采用面对面或背靠背排列方式;

暋2)机房面积大于100m2 时,宜将数据机房隔成几个空调区

域,就近布置空调机房,以缩短风管送风距离;

暋3)送风口宜分布合理;每个送风口应能输出符合对应机柜

设备供冷所需的风量,A、B1级数据中心宜配设调节风

量大小的装置和配设可灵活改变气流下射角度的导风

装置;

暋4)长距离风管末端可在机房上方做静压箱,保障风管末端

的气压符合要求。

6暋数据中心机房空调通风管道选择下送风方式时,送风距

离宜小于15m。

6灡4灡2暋气流流型应符合以下规定:

1暋数据中心机房空调通风系统设计可按分级和使用功能选

用非单向流、单向流、混合流等气流组织。

2暋主机房空调系统的气流组织应根据数据通信设备布置方

式、功率密度、冷却方式等因素可按采用下送上回、上送上回、上
送侧回或侧送侧回形式设计。

6灡5暋静电防护

6灡5灡1暋数据中心主机房宜采用由不燃或难燃材料制成的拼装式

架空地板,地板面层及其构造均应采取防静电措施,且不应暴露

金属结构。

6灡5灡2暋数据中心主机房内绝缘体的静电电位不应大于1000V。

6灡5灡3暋防静电接地系统中各连接部件间的接触电阻值不应大

于0灡1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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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5灡4暋数据中心防静电设计尚应符合《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

范》(GB2887)的规定。

6灡6暋防火设计

6灡6灡1暋A级、B1级数据中心应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B2级数据

中心宜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6灡6灡2暋A级、B1级数据中心应采用气体自动灭火系统,不得采

用高压细水雾等水介质灭火系统。

6灡6灡3暋A、B1级数据中心主机房宜设置吸气式烟雾探测报警系

统,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每台探测器的保护区域不应跨越防火分区。

2暋每个独立的报警区域不宜超过2000m2。

3暋每个独立的探测区域不宜超过500m2,每个探测区域的

采样孔数量不得少于2个。

4暋同一探测器所保护的不同探测区域的环境条件宜一致。

5暋 吸气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系统宜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联网。

6灡7暋防雷接地系统

6灡7灡1暋防雷接地设计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的有关规定。

6灡7灡2暋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应采用 TN灢S或 TN灢C灢S接地型式。

6灡7灡3暋数据中心电气及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硬接地并作等电位

联接。

6灡7灡4暋低压配电系统应设浪涌保护器(SPD)。

6灡7灡5暋电位联结导线截面积宜符合表6灡7灡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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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灡7灡5暋等电位联接导体的最小截面积

内暋暋暋暋暋暋容 铜导体截面积(mm2)

共用等电位联接网络 35

电气箱(柜)的连接线 按电气标准或产品说明书要求

空调设备 16

建筑物钢结构 25

线槽、桥架 16

水管等其他管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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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暋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暋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暠;反面词采用“严禁暠;

暋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暠;反面词采用“不应暠或“不得暠;

暋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暠;反面词采用“不宜暠;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暠。

2暋规程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暠或“应按……执行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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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基本规定

3灡1暋数据中心选址

3灡1灡1暋鉴于上海市的地域限制,直线距离不小于30公里时比较

可行的指标。

3灡1灡2暋历年来,上海市发生过多起220kV 变电站故障所引起的

区域性停电事故,其恢复供电时间可能长达数天,如果互为灾备

的数据中心处在同一220(或110)kV变电站的供电范围内,就可

能同时失去正常电源,从而危及数据中心及相关系统的安全

运行。

3灡3暋机房环境要求

3灡3灡2暋机房洁净度可按表3灡3灡3优选:

表3灡3灡2暋ISO/TC209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技术委员会的

ISO洁净室标准

ISO分级序数
大于或等于表中粒径的最大允许数/m3

0灡1毺m 0灡2毺m 0灡3毺m 0灡5毺m 1毺m 5毺m

ISOClass1 10 2 — — — —

ISOClass2 100 24 10 4 — —

ISOClass3 1000 237 102 35 8 —

ISOClass4 10000 2370 1020 352 83 —

ISOClass5 100000 23700 10200 3520 83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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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灡3灡2

ISO分级序数
大于或等于表中粒径的最大允许数/m3

0灡1毺m 0灡2毺m 0灡3毺m 0灡5毺m 1毺m 5毺m

ISOClass6 1000000 237000 102000 35200 8320 293

ISOClass7 — — — 352000 83200 2930

ISOClass8 — — — 3520000 832000 29300

ISOClass9 — — — 35200000 8320000 2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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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机房工艺要求

4灡1暋一般规定

4灡1灡2暋多个接入室既可以提供给冗余度,也可以用来避免接入

运营商的备用电路超过最大的允许电缆长度。接入室通过主要

分布区域与计算机房交界。接入室可以与主要分布区域相邻或

与主要分布区域合并。

4灡3暋机柜与机架

4灡3灡2暋机柜门的选择应适合机房空调气流设计,侧送风/回风用

多孔透气门,机柜底送风时可用玻璃,总之应根据气流组织方式

决定。

4灡3灡3暋关于机柜尺寸的说明参见下表:

单位 尺暋暋暋寸 备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注

高度(h) 2000mm~2600mm 空调采用下送风,机柜高度不应超过2200mm

宽度(w) 600mm~800mm
宽度为600mm 的机柜没有垂直线槽,用于安

装服务器设备

深度(l) 900mm~1100mm 空调采用下送风,机柜深度应大于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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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暋机电设计

6灡1暋一般规定

6灡1灡2暋供配电系统可靠性计算方法可参见《金融建筑电气设计

规范》(JGJ284-2012)其大致步骤如下:

1暋将其典型或重要负荷配电系统等效简化为可靠性等效

框图;

2暋根据等效框图中各种不同环节所对应的公式(如串联环

节、并联环节、n选r环节等)逐一计算出各个节点的可靠性;

3暋计算出目标节点处(通常指重要负荷的受电端)的可靠性

数据。

6灡2暋供配电系统

6灡2灡2暋电抗器配比计算:

调谐频率fh 处

XL=
XC

h2

式中暋XL——— 电抗器基波感抗值;

XC——— 电容器基波容抗值;

h ——— 谐波次数。

在确定电抗器容量时,应使实际调谐频率应小于理论调谐频

率(即希望抑制的谐波频率),以避免发生系统的局部谐振。此外

还应考虑一定裕度,因为当电容器使用时间较长后,其介质材料

绝缘性能将退化,从而导致电容值下降,引起谐振频率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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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时,消谐电抗器可参照下表常见的 UPS电源脉冲数及

推荐配电系统采用电抗器配比取值。

常见的UPS电源脉冲数及推荐配电系统采用电抗器配比

UPS电源

脉冲数

理论调谐

次数n
理论调谐

频率

实际调谐

次数
实际电抗器配比

6
5 250 4灡3 5灡4%可选4灡5%~5灡5%

7 350 6灡3 2灡52%可选2%~3%

12
11 550 — 1%

13 650 — 1%

暋暋当抑制谐波电流所需电抗器的配比小于1%时,实际选型时

应取1%,以便确保对电容器涌流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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