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绿色数据中心评价初探 
 
 

一、数据中心能耗现状与三年展望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报告，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每五年翻一番。而根据 IBM

公司的统计表明，能源成本占数据中心总运营成本的 50%，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

的全部数据中，有 90%是过去两年内产生的；而到了 2020 年，全世界所产生的数

据规模将达到今天的 44 倍。预计当前超过一半的首席财务官都在积极寻求减少数

据中心电力消耗的办法。而中国的数据中心能耗也高速增长，显著高于世界的平均

水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数据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另一方面中国的数据中心也需

要更好的进行节能化处理，向绿色数据中心迈进。 

 

表1  2010-2012年中国数据中心耗电量分析 
 

单位：亿千瓦时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耗电量 483.6  568.8  664.5  

增长 16.9% 17.6% 16.8%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在 2011 年 8 月“第 13 次中国科协论坛绿色

IT 与能效通信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的数据中心的平均 PUE 值在 2.2-3.0 之间，

而实际能耗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数字。而且随着数据中心的规模和数量越来越多，耗

电量无疑会逐步增大。 

 

二、绿色数据中心标准范围及方向探讨 

所谓数据中心的“绿色”，业界标准并不统一，也没有形成可以参考的规范。

没有一种单一的方案能完全解决当前数据中心大幅增长的能耗成本的问题，只有通

过综合治理才能收到较好的成效。解决能源效率问题，要强调数据中心内全部的电

源和散热架构，小到微处理器芯片大到为数据中心提供散热的空调系统。绿色标准

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整体设计的科学合理和设备的节能环保。绿色应该体现在通过科学的机房

配置建设设计或改善，来形成动力环境最优化的配置，实现初始投入最小

化；在保障机房设备稳定运营的同时，达到节能减耗；同时服务器、网络

存储等设备要实现最大化的效能比。 

 满足 IT 环境的基本运营，同时确保可扩展性。要合理规划数据中心的使用

寿命，争取达到总体 TCO 最小化。 

 

图1  绿色数据中心架构图 

 
 

绿色数据中心的本质是一整套设计和方法论，而不是简单地购买新一代产品，

最高效的数据中心不一定就是绿色的。绿色数据中心需要全面的理解和整体认识，

这包括位置、环境、物理建筑、基础设施、员工、系统建设和维护等众多因素。对

于企业 IT 负责人来说，绿色数据中心的效果就像是一条长尾——曲线靠前的头部

通常由服务器功耗、体积、空调功耗、不间断电源等大指标组成，而在曲线的尾部

则是由空气动力设计、设备摆放位置、机柜和服务器之间的距离、维护难易程度等



无数小指标组成。如果没有整体设计和方法论，即使抓住了全部的大指标，也未必

能达到理想的绿色效果。 

 

图2  绿色数据中心需要考虑的必要条件 

 
 

要达到绿色数据中心的要求，我们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重发力： 

（1）模块化 

模块化数据中心（MDC）和传统数据中心好比笔记本和台式机的区别。模块

化数据中心带来了全新的可管理性和效率，通过容量扩展可以满足传统数据中心的

需求，因此模块化数据中心已经逐渐成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的解决方案之

一。大多数数据中心的使用时间在 10 年到 15 年之间，核心设备需要 5-8 年进行

更换新产品。模块化数据中心可以更大自由的进行扩展和更换。尤其是对于中小企

业来说，资金相对较少，如果未来模块化数据中心价格大幅度下降的话，是他们的

参考选择之一。 

（2）小型化 

IT 设备将进一步小型化，所有设备都将进入机架，机架成为机房 IT 设备的主

体；具有更合理的可用性设计，更高的实用性、先进性、灵活可扩展性、可管理

性、可维护性，并且设备更加标准化；加强了对数据保存环境的重视，对机房建设

进行更加严格的监测与监督；IT 设备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连续的，保持 24 小时不



关机。随着 IT 设备的发展，机房一体化理念应运而生，并成为未来机房的发展趋

势。 

（3）自动化 

 可追溯性，即数据中心中的任何一个设备都是可以进行维修、跟踪

的，用以确保数据中心的易操作性； 

 动态性，即可以对数据中心进行动态且自动化的管理（能够实现工作

负载移动性、自动管理以及高可用性）。 

 兼容性，要求设备之间、数据群组之间、数据中心群之间完美切换、

连接、通信。 

 连续性，即要求数据中心既满足短期内（5-10 年）企业的需求，又

要求具有可扩展性，满足企业中（10-20 年）、长（20-30 年）期需求。 

三、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方法论和指标体系 

企业级数据中心评价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数据中心、改造数据中心、评价数

据中心的一般通行方法。企业级数据中心评价方法论主要解决如何评价数据中心的

问题。数据中心的构建涵盖了设计、施工、验收等三个主要阶段。在构建完成的数

据中心中，建筑体、IT 设备、基础物理设施构成了数据中心的主要载体；在此载

体的基础上运转相关软件，支撑企业的主要业务和海量数据。 

 



图3  数据中心建设逻辑架构图 

 

 

对企业级数据中心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建筑体评价、设备评价、设计评价、业务

评价四大方面。施工与验收仅仅是过程与手段，故不列入评价模型中来。企业级数

据中心四维评价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4  数据中心四维评价模型图 

 
 

 



下面分别列出企业级数据中心建筑体评价、设备评价、设计评价、业务评价方

面的指标体系。 

 

图5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指标分解 

 
 

1、建筑体评价 

本评价采用了 LEED™评价体系，主要用于评价建筑在其全生命周期中的环境

性能表现，由五大方面、若干指标构成其技术框架：可持续建筑场址、水资源利

用、建筑节能与大气、资源与材料和室内空气质量。通过以上五个方面对建筑进行

综合考察、评判其对环境的影响，并根据每个方面的指标进行打分，以反映建筑的

绿色水平。 

2、设备评价 

设备主要包含基础物理设施、IT 设备以及软件运行系统。基础设施主要指

UPS、电池、机柜(机架)、监控、空调等基础设备。软件系统包括数据库管理、数

据仓库管理、数据分析及挖掘、数据存储管理和数据备份管理等子系统。IT 设备

(硬件)系统由承载数据中心软件的各类服务器、网络存储等组成。 



表3  数据中心设备评价细分和内容 

 
 

表4  数据中心设备评价指标与详解 

 
 

3、设计评价 



企业级数据中心的设计要符合国家相关指导标准的要求，并满足数据中心的可

持续发展原则。设计评价要考虑数据中心的整合与集中、未来数据中心的发展趋势

与方向等问题。 

 

表5  数据中心设计评价指标与详解 

 

 

4.业务评价 

数据中心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运转数据平台，支撑企业的业务发展。一个合

格的数据中心应该满足维持企业业务的速度，业务连续性等基础标准。数据中心的

业务评估更多的是要考虑数据中心能为企业业务的可靠性、连续性、响应速度等因

素进行评估。 

(1)是否满足当前的业务需求，包含业务的可靠性、连续性、响应速度等因

素。 

(2)在满足当前业务需求的基础上，是否考虑了未来业务的增长，留下可以扩

容的空间，以便使业务的连续性得到保障。 

(3)是否便于硬件服务人员的维护，以及软件服务人员的平台操作。 



通过四维评价模型对数据中心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价和问题识别，综合分析数据

中心以往设计、建设及设备选择中存在的不足，为数据中心后续的建设和优化改进

指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