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甘工信发 〔２０２１〕２６５号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指引 »的通知

各市州工信局、兰州新区经发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年)»«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

系的指导意见»,推动全省数据中心一体化集聚发展,现将

«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指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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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

省 工 信 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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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指引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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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信息化正进

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世

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

数字经济不断为经济复苏和社会进步注入新的活力.党的十九大

作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

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

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２１世纪的 “数字丝绸之路”.

为加强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落实 «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

见»、«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甘肃省

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统筹部署全省数

据中心,提升数据中心互联互通能力,建成物理分散、逻辑集

中、动态调配的大型绿色低碳数据中心集群,推动全省数据中心

一体化集聚发展,控制全省数据中心建设和新增能耗,特制定

«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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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编制由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由兰州新区经济

发展局 (统计局)落实,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

研究所具体承担.解释权归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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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　景

１１　目前形势

１１１　我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背景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国 GDP增长的核心动力,充分

释放数字经济、驱动经济增长的潜能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

务.数字经济发展聚焦于强化技术创新能力,深化融合创新应

用,弥合数字鸿沟,将有力推动消费需求加速释放,促进新兴业

态培育壮大,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

国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力量,对实施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２０２０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３９２万亿元,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３３万亿

元,占GDP比重为３８６％,占比同比提升２４个百分点.２０２０

年,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９７％的高位增长,远高于同期GDP

名义增速约６７个百分点.

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据中心作为科技创新技术应用的实体,已

成为各行各业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了重大作用.

国家高度重视数据中心产业发展.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 “加快５G、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将数据中心纳入 “新基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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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数据

中心作为算力基础设施,成为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２０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５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

１１２　我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数据中心规模和机架数量快速增长.根据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测算,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

过４００万架,同比增长约２８％.我国规划在建数据中心机架总

规模达到５１０万架,同比增长约４０％.

我国数据中心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受新基建、网络强

国、数字经济等国家政策影响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驱动,

我国数据中心业务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测算,２０２０年我国数据中心行业市场收入达到１１６８亿元左右,

近三年复合增长率约３２％,预计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１２　甘肃省数据中心产业发展情况

１２１　数据中心总量情况

(１)数据中心数量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①,全省在用数据中心为６６个,机架总规模

达到１１０５万架;在建数据中心有６个,机架规模约为６５０３架.

(２)数据中心类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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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中心数量上看,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在用数据中心方面,

全省大型以上数据中心为９个,中小型数据中心为５７个;全省

在建数据中心为６个,均为中小型.从机架规模上看,在用数据

中心方面,大型以上数据中心的机架规模为６７３万机架,中小

型数据中心的机架规模为４３２万机架.

图１　甘肃省各类型数据中心机架规模 (架)

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型
在用 在建

数量 (个) 机架规模 (架) 数量 (个) 机架规模 (架)

超大型 １ ２２６５６ － －

大型 ８ ４４６４１ － －

中小型 ５７ ４３１５７ ６ ６５０３

合计 ６６ １１０４５４ ６ ６５０３

　　１２２　数据中心结构情况

(１)数据中心应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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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２０年底,用于自用业务的数据中心３７个,其中兰州

市９个,庆阳市５个,酒泉市、陇南市各４个,定西市３个,白

银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平凉市、天水市、张掖市各２个,嘉峪

关市、武威市各１个.同时用于自用和租赁业务的数据中心２５

个,其中兰州市１０个,庆阳市３个,其余各市各１个;纯租赁

的数据中心４个,其中庆阳市２个,金昌市、酒泉市各１个.

图２　甘肃省各市 (州)数据中心应用类别情况 (个)

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型 数量 (个) 数量百分比 (％)

自用 ３７ ５６０６

自用/租赁 ２５ ３７８８

租赁 ４ ６０６

合计 ６６ １００

　　(２)数据中心分布

全省兰州市、酒泉市和庆阳市为发展数据中心项目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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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在用数据中心中,兰州市在用数据中心的机架规模占在

用数 据 中 心 机 架 总 规 模 的 ６９４０％,其 次 为 酒 泉 市 占 比 为

５６２％,金昌市占比为５３６％,庆阳市占比为４３５％,其余各

地区数据中心的机架规模占比相对较小.在建数据中心中,天水

市在建数据中心的机架规模占在建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的

３４５７％,其次为张掖市占比为３２１１％,其余各地区数据中心

的机架规模占比相对较小.

图３　甘肃省数据中心机架规模的区域分布情况 (架)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行政区

在用 在建 总计

数据中心数

(个)
标准机架数

(架)
数据中心数

(个)
标准机架数

(架)
数据中心数

(个)
标准机架数

(架)

兰州市 １９ ７６６５２ － － １９ ７６６５２

酒泉市 ６ ６２１２ １ １０ ７ ６２２２

庆阳市 １０ ４８０５ ２ １１４９ １２ ５９５４

金昌市 ２ ５９１９ － － ２ ５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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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在用 在建 总计

数据中心数

(个)
标准机架数

(架)
数据中心数

(个)
标准机架数

(架)
数据中心数

(个)
标准机架数

(架)

天水市 ３ １６７６ １ ２２４８ ４ ３９２４

张掖市 ３ １８１９ １ ２０８８ ４ ３９０７

陇南市 ５ ３１７１ － － ５ ３１７１

平凉市 ３ ２１８７ － － ３ ２１８７

临夏回族

自治州
３ １８２３ － － ３ １８２３

甘南藏族

自治州
１ ５３４ １ １００８ ２ １５４２

武威市 ２ １５１０ － － ２ １５１０

嘉峪关市 ２ １４５０ － － ２ １４５０

定西市 ４ １３６８ － － ４ １３６８

白银市 ３ １３２８ － － ３ １３２８

合计 ６６ １１０４５４ ６ ６５０３ ７２ １１６９５７

１２３　数据中心质量情况

(１)能耗与上架率

①在上架率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在用数据中心的平

均上架率为３９６２％,其中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上架率为７６６５％,

庆阳市的上架率为５９０４％,天水市的上架率为５７６６％,白银

市的上架率为５２５％,定西市的上架率为５０４２％,张掖市的上

架率为４０７９％,兰州市的上架率为４０７５％,平凉市的上架率

为３７０５％,陇南市的上架率为３４３４％,武威市的上架率为

３４１１％,嘉峪关市的上架率为３２５６％,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上

架率为３０３６％,金昌市的上架率为２５％,酒泉市的上架率

为２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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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甘肃省各市 (州)数据中心的上架率情况

②在PUE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在用数据中心的平均

设计PUE为１５３.在用的数据中心的平均实际PUE为１４６,

其中庆阳市实际运行PUE最低为１２９,其次金昌市和酒泉市为

１３３,兰州市为１４２,陇南市、武威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嘉

峪关市、张掖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白银市、平凉市、定西市均

为１５０,天水市为１５３.

图５　甘肃省各市 (州)平均设计PUE以及平均实际PUE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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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行政区 平均设计PUE 平均实际PUE 上架率

甘南藏族自治州 １６０ １５０ ７６６５％
庆阳市 １４５ １２９ ５９０４％
天水市 １６０ １５３ ５７６６％
白银市 １６０ １５０ ５２５０％
定西市 １６０ １５０ ５０４２％
张掖市 １６０ １５０ ４０７９％
兰州市 １４８ １４２ ４０７５％
平凉市 １６０ １５０ ３７０５％
陇南市 １６０ １５０ ３４３４％
武威市 １６０ １５０ ３４１１％

嘉峪关市 １６０ １５０ ３２５６％
临夏回族自治州 １６０ １５０ ３０３６％

金昌市 １４８ １３３ ２５００％
酒泉市 １４５ １３３ ２０４１％
合计 １５３ １４６ ３９６２％

　　③电价

２０２０年,全省平均电价为０５８元/度.其中,庆阳市平均

电价全省最低为０４７元/度,兰州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平均电价

为０４８元/度,陇南市平均电价全省最高为０７７元/度.

图６　甘肃省各市 (州)平均电价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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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网络质量

在接入网络级别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接入骨干网的

数据中心为３２个,其中兰州市１３个,庆阳市６个,酒泉市３

个,定西市２个,白银市、嘉峪关市、金昌市、临夏回族自治

州、陇南市、平凉市、天水市、张掖市各１个;接入核心网的数

据中心为３４个,其中兰州市６个,庆阳市、陇南市各４个,酒

泉市３个,定西市、白银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平凉市、天水

市、张掖市、武威市各２个,嘉峪关市、金昌市、甘南藏族自治

州各１个.

在接入网络运营商数量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接入网

络运营商数量为４个的数据中心１个,接入网络运营商数量为３

个的数据中心１０个,接入网络运营商数量为２个的数据中心３

个,接入网络运营商数量为１个的数据中心５２个;数据中心接

入的网络运营商多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

图７　甘肃省各市 (州)接入网络级别情况　 图８　甘肃省数据中心接入网络运营商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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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存在问题

１３１　数据中心缺乏统筹规划,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

在数据中心分布上,数据中心分散建设在兰州、金昌、庆

阳、酒泉等地,尚未有全省统一的全局性的规划,数据中心资源

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优势,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对外无法

形成较强的影响力.

１３２　数据中心产业定位不清晰,品牌效应不突出

在数据中心产业定位上,甘肃省对于数据中心的产业发展方

向和定位不清晰,品牌效应不突出,造成了目前引不进、走不出

的局面,对外无法形成较强的影响力.

１３３　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标准不统一,水平参差不齐

当前,全省数据中心建设标准不统一,水平参差不齐,内功

修炼不扎实,难以对外形成吸引力.目前亟需有针对性地制定数

据中心相关技术标准,不断完善数据中心基础配套建设.

２　总体要求

２１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紧抓 “一带一路”、“碳达峰、碳中和”、“丝绸之路

信息港”、“新型数据中心”和 “东数西算”的战略机遇,加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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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布局和统筹规划,加快推进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推动算力、

算法、数据、应用资源集约化和服务化创新,降低数据中心碳排

放,促进甘肃省数据中心一体化集聚发展,为甘肃建成网络强

省、数字经济大省提供有力支撑.

２２　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坚持以高标准规划为引领、以因

地制宜与科学布局为导向,以按需设计与按标建设为路径,统筹

推进数据中心建设.

———需求牵引,突出特色.遵循市场规律,聚焦产业创新、

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搭建具有本地特色的政务、文旅、

电商、生态等数字化平台.

———集约建设,绿色低碳.坚持集约化、规模化建设方向,

整合提升低、小、散数据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应用先进

节能技术,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走低碳、高效、集约、循环

的绿色发展道路.

———安全可靠,规范发展.坚持安全、可靠发展,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体系建设,建

立安全可靠的智能化运维管理模式,实现产业生态健康可持续

发展.

３　总体规划与建设思路

３１　总体布局规划

全省按照 “一核两翼六中心”的总体布局,形成以兰州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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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庆阳、酒泉为两翼,金昌、张掖、武威、天水、白银、陇南

为六中心的数据中心集聚区.

一核:兰州数据中心核心区.

两翼:庆阳数据中心集聚区,酒泉数据中心集聚区.

六中心:金昌数据中心集聚区、张掖数据中心集聚区、武威

数据中心集聚区、天水数据中心集聚区、白银数据中心集聚区、

陇南数据中心集聚区.

兰州数据中心核心区建设定位为打造全国一流的公共数据资

源富集区,国家大数据产业特色高地和国家 “东数西算”项目承

载地.东翼庆阳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定位为打造东数西算数据融

合创新示范区、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和红色灾备数据中心;西翼酒

泉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定位为打造丝绸之路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产

业集聚区和全国能源大数据基地.金昌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定位

为打造全省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张掖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定位

为打造智能制造、农业和生态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武威数据

中心集聚区建设定位为打造西北数据深度开发应用示范基地;

天水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定位为打造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基地;

白银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定位为打造工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集聚

区;陇南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定位为打造特色农产品数据中心

和异地灾备存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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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甘肃省数据中心总体布局规划

３２　建设思路

３２１　兰州数据中心核心区

兰州数据中心集聚区以兰州新区为主,主要承载兰州市数据

中心业务,积极参与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及省

级核心节点.打造全国一流的公共数据资源富集区,统筹全省数

据中心资源,充分发挥本地存量数据中心算力和存储资源优势,

建设全国一流的公共数据资源富集区,面向全省乃至全国提供统

一、标准、安全、可靠的全领域、全场景数据服务.打造特色鲜

明的国家大数据产业集聚高地,基于兰州数据资源聚集优势,承

载智慧城市和行业数字化应用,推动技术融合、数据融合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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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牵引带动数据加工分析、流通交易、软硬件研发制造等大

数据产业生态集聚,构建完善产业链体系.全面支撑 “短视频上

的甘肃”专项行动,改造升级短视频数据中心,为 “短视频＋”

新业态提供数据存储等支持.打造国家 “东数西算”项目的最佳

承载地,利用自身数据中心资源优势和省会管理优势,链接省

内各地数据中心,统筹全省数据中心、云服务、数据流通与治

理、数据应用、数据安全等关键环节,实现资源的整合并与庆

阳对接,承接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对时延要

求不高的算力需求,提供人工智能算力支撑、数据标注、算法测

试等服务,形成东部和西北地区算力疏解通道,培育数字经济新

动能.

到２０２５年,建设全省最大的数据中心算力和存储集群,打

造全国一流的公共数据资源富集区,国家大数据产业特色高地和

国家 “东数西算”项目承载地,努力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核心

引擎.

３２２　庆阳数据中心集聚区

庆阳数据中心集聚区主要承载庆阳地区、平凉地区数据中心

业务,积极参与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及省级核

心节点.打造东数西算数据融合创新示范区,庆阳数据中心集聚

区作为甘肃枢纽节点的网络核心和对外服务窗口,拉通全省数据

中心资源为东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数据业务过剩区域提

供数据业务服务,优化全国算力结构,降低算力成本.基于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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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建设区域协同数据融合创新示范区,汇聚全国数字经济领域

各方资源和多方数据,推动探索跨区域的政府、政企数据融合和

创新服务,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拉动东西部产

业融合对接,形成融合发展集聚效应和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打

造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引进国内顶级人工智能机构的业务资源,

牵引云服务头部企业和 “东数西算”联盟企业赴本地投资,建立

人工智能处理中心,提供计算机视觉视频服务、智能语音服务、

自然语言人工智能处理服务等人工智能算力服务,深度挖掘甘肃

乃至全国智能算力需求,为更多的领域和行业提供通用的人工智

能服务.打造红色灾备数据中心,承接国家红色主题数据资源集

聚区和全国党政军红色数据灾备,形成红色主题产业链上下游和

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有效发挥陕甘宁革命老区红色文

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独具魅力优势.

到２０２５年,打造东数西算数据融合创新示范区、人工智能

产业基地和红色灾备数据中心,努力成为西北地区云计算大数据

产业发展示范高地.

３２３　酒泉数据中心集聚区

酒泉数据中心集聚区主要承载酒泉市、嘉峪关市地区数据中

心业务,积极建设成为丝绸之路云计算、大数据走廊和丝绸之路

信息港重要节点.打造丝绸之路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产业集聚区,

推进建设面向智慧文旅、数字丝路等的大数据场景应用,为丝绸

之路文化遗产数字化提供算力和存储资源,形成丝绸之路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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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以数字化促进

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促进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打造

全国能源大数据基地,积极引入国际、国内知名企业,推动能源

科技与数据中心产业的深度融合,服务酒泉新能源数字经济创新

应用项目应用场景,发展能源大数据服务应用、智慧用能和增值

服务等新模式和新业态,开展碳监测、减排、交易等业务,推动

风能、太阳能、新型蓄电池等新能源相关产业聚集和快速发展.

到２０２５年,打造丝绸之路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产业集聚区和

全国能源大数据基地,努力成为丝绸之路云计算、大数据走廊和

丝绸之路信息港重要节点.

３２４　金昌数据中心集聚区

金昌数据中心集聚区主要承载金昌地区数据中心业务.打造

全省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建设为全省各部单位 (部门)提供高弹

性、高可用、高安全、按需服务的政务云,发挥政府在云计算服

务应用中的引领作用,逐步推进相关政府部门现有信息系统向云

上迁移,全面支撑甘肃政务数据中心集中管理需求及省内、外重

要企业互联网＋转型数据中心需求,推动全省政务数据中心整体

部署和共建共用.依托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大力推进人

口库、法人库和空间地理信息库等基础信息库整合,大力推进政

务数据交换共享,实现政务信息资源的整合汇聚.

到２０２５年,培育若干家大数据及相关领域的创新企业,打

造面向全省的电子政务云平台,推动云计算、大数据成为支柱

—４２—



产业.

３２５　张掖数据中心集聚区

张掖数据中心集聚区主要承载张掖地区数据中心业务.打造

智能制造、农业和生态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打造张掖面向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数据中心、面向西北地区的大数据备份中心和区域

信息汇集中心,推动智能制造产业提质增效,促进特色优势产业

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产业集聚

区,依托张掖国家地质公园创建,发展生态大数据,推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能制造、农业和生

态等领域的应用,探索建设以智能制造、玉米制种、畜牧业、生

态产业等优势资源为重点的大数据场景应用,打造行业数字产业

生态,加快实现大数据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到２０２５年,培育大数据及相关领域的创新企业若干家,打

造面向全省的智能制造、农业和生态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推动

云计算、大数据成为支柱产业.

３２６　武威数据中心集聚区

武威数据中心集聚区主要承载包括武威地区数据中心业务.

打造西北数据深度开发应用示范基地,依托智慧武威 “城市大

脑”建设成果,盘活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大数据应用场景,培育

数据要素市场,着力将数据资源转变为市场要素,先行试点开发

应用大数据增值服务,探索建立数据要素助力经济增长新模式,

引导培育大数据产业发展,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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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

展新引擎.

到２０２５年,培养壮大本地信息化企业若干家,引进数据创

新引用企业若干家,打造西北地区大数据深度应用示范基地,推

动大数据增值服务成为支柱产业.

３２７　天水数据中心集聚区

天水数据中心集聚区主要承载包括天水地区数据中心业务.

打造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基地,承接东部地区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企业低延时超算业务需求,面向东部人工智能企业提供

数据清洗、人工标注和深度学习模型训练等关键业务.承载智慧

城市和行业数字化应用,建设跨条块、跨政企的数据要素流通、

共享、增值平台,推动技术融合、数据融合和业务融合,挖掘城

市数据资源价值,助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到２０２５年,打造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基地,培育大数据及相

关领域的创新企业若干家,推动云计算、大数据成为支柱产业.

３２８　白银数据中心集聚区

白银数据中心集聚区主要承载包括白银地区数据中心业务.

打造工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集聚区,发挥白银地区制造业发展基

础,发展信息技术服务、应用类互联网服务、配套硬件制造等

“两软一硬”产业,强化需求牵引和供需对接,打造数字产业生

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等行业的全产业链应用,助力

行业中小微企业上云上平台,实现行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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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数字化,强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撑能力.

到２０２５年,打造工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集聚区,企业基础设

施上云、企业平台系统上云、企业业务应用上云、软件开发及测

试上云水平迈上新台阶,推动云计算、大数据成为支柱产业.

３２９　陇南数据中心集聚区

陇南数据中心集聚区主要承载陇南地区、临夏回族自治州、

定西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数据中心业务.构建特色农产品数据

中心,针对自身产业特点,大力发展面向农业、中医药等支柱产

业的数据服务,建设农业大数据产业体系,打造农业行业数字产

业生态.建设异地灾备存储中心,加快开展面向国家各部委和大

型央企的数据资源招商,推动数据中心运营商承接国家各部委、

中央企业的西部数据中心、分中心和灾备中心建设工作;开展西

北地区数据资源招商,争取引进一批省市数据资源项目,为全国

各地提供异地灾备服务.

到２０２５年,培育大数据及相关领域的创新企业若干家,打

造特色农产品数据中心和异地灾备存储中心,推动云计算、大数

据、异地灾备存储等成为支柱产业.

３３　功能定位

统筹部署全省数据中心,提升数据中心互联互通能力,建成

物理分散、逻辑集中、动态调配的大型绿色低碳数据中心集群,

提升数据中心碳利用效率,推动甘肃省数据中心一体化集聚发

展.对内,数据中心业务重点聚焦于民生服务、产业创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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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等领域,支持搭建具有甘肃特色的政务、文旅、电商、生态

等数字化转型平台,使得甘肃省成为西部 “上云用数赋智”第一

梯队省份.对外,甘肃省数据中心借助自身高存储和算力优势,

打造西北高存储算力中心,助力 “东数西算”.甘肃省不支持新

建、扩建、改建生产 “虚拟货币”的 “挖矿”数据中心.

３４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１年底,全省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达到５５％以上,总

算力超过３５EFOLPS,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降到

１３５以下,中小型数据中心的PUE降到１４５以下;绿色等级

达到G３及以上 (YD/T２４４１中G１－G５对应绿色等级评估 A－

AAAAA).

到２０２３年底,全省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达到６０％以上,总

算力超过５５EFOLPS,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的PUE降到１３

以下,中小型数据中心的PUE降到１４以下;绿色等级达到G４

及以上.

到２０２５年底,力争全省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达到６５％以

上,总算力超过６５EFOLPS,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力争降到１２５以下,中小型数据中心的PUE力争降到１３５以

下;绿色等级达到 G４及以上.全省建成９个数据中心集聚区,

基本形成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绿色集约、低碳发展的 “一核两

翼六中心”一体化发展格局.建成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枢纽节

点,建成丝绸之路信息港数据中心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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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主要任务

４１　规范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标准

建立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规范 (详见附录A４),控制数据中

心建设和新增能耗,促进全省形成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绿色集

约、低碳发展的 “一核两翼六中心”一体化发展格局.

建立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标准.数据中心建设规范适用于甘

肃省全范围新建、扩建、改建数据中心的规划、设计、建设、运

维和评估.数据中心建设规范规定了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的选

址、建筑、电气系统、制冷系统、电磁屏蔽、布线、安防与消

防、给水排水、运维与管理、效率与能力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新

建、扩建、改建的数据中心应按照数据中心项目相关流程和要求

进行项目建设和申报.引导数据中心在新建及改造工程建设中实

施绿色施工,节约能源资源;加强对新建数据中心在IT 设备、

制冷和散热系统、供配电系统以及清洁能源利用系统等方面的绿

色化设计指导;坚持以用为主,支持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

对于效益差、能耗高的小散数据中心,加快升级改造,优先提升

现有数据中心利用率.

４２　构建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

构建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打造服务西部大开

发、服务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数据要素流通新型基础设施区域

枢纽.

构建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加强区域协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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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数据中心集聚,促进数据中心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

发展.积极申请建设国家互联网骨干节点,加快推动数据中心联

通共用,提升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互联互通质量,优化数据

中心跨网、跨地域数据交互,实现更高质量数据传输服务.鼓励

数据中心运营方加强内部能耗数据监测和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整合算力和数据资源,加快提升甘肃省数据中心产业链端到

端交付能力和运营能力,促进开展高质量国际合作.

建设面向全国的非实时性算力保障基地.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支持省内及西北地区非实时计算和实时计算业务,服务本省

及西北地区算力资源需求.结合北京、上海等地数字经济产业优

势,构建东西部算力供需对接机制,大规模承接全国范围内非实

时算力需求,打造面向全国的非实时性算力保障基地,牵引带动

大数据产业生态集聚发展,努力成为西部地区新的数字经济增

长极.

４３　打造丝绸之路信息港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产业集群

打造丝绸之路信息港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产业集群,形成以甘

肃为支点,面向中西亚、南亚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服务西北的

信息产业基地.

打造甘肃省数据中心产业集群品牌.发挥甘肃省电价政策优

势,积极吸引国家部委、电信运营企业、大型互联网企业、金融

机构等落地建设区域数据中心,大力争取国家级、行业级数据中

心和容灾、备灾数据中心落户,全面建设丝绸之路信息港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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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中心产业集群.发挥多种市场主体作用,推出面向不同市

场需求的数据中心服务,聚焦数据中心供配电、制冷、IT 和网

络设备、智能化系统等关键环节,构建完善产业链体系,提升甘

肃省数据中心竞争合力和国际化云计算服务能力.促进可再生能

源发电、电力网络、储能电站和大型数据中心之间融合发展,提

高可再生能源富集区域能源有效利用.

建设丝绸之路信息港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产业集群运营管理平

台.建立覆盖规划、设计、建设、运行、评估的全维度管理能力

的运营管理平台,提供服务于面向各层级各部门的应用,促进省

内各类资源的高效流动、实时监测和优化配置,优化数据中心配

套服务,实现数据中心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强集群内数据中心的

运维管理水平,建设数据中心机房管理系统,进行数据中心机房

容量、资产、运维等管理.

４４　完善一体化算力布局,建设 “东数西算”产业基地

结合算力算效评估,推动全省数据中心算力算效水平进一步

提升,深入推进 “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完善全省一体化算力布

局,推进 “东数西算”产业基地建设.

加快建立完善云资源接入和一体化调度机制,实现全省算力

资源的均衡发展与高效流通.支持政企合作,打造集成基础算力

资源和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环境的公共算力服务,面向政府、企业

和公众提供低成本、广覆盖、可靠安全的算力服务.支持企业发

挥市场化主体作用,创新技术模式和服务体验,打造集成专业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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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和行业数据开发利用环境的行业算力服务.鼓励企业以云

服务等方式提供公共算力资源,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提升应用赋

能作用.

推进建设 “东数西算”产业基地.充分考虑 “东数西算”产

业发展建设的空间和线路需求,充分保障用地,为 “东数西算”

产业发展做准备.建设全省一体化大数据资源中心,推动政务数

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社会数据流通,打通行业间数据壁垒,

助力全省数据资源共享集聚.与东部省份以 “结对子”方式联合

推进国家 “东数西算”区域试点,共同发起 “东数西算”产业推

进联盟.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企业低

延时超算业务需求.

５　保障措施

５１　加强统筹协调

建立健全数据中心建设工作组织领导体系,形成跨部门、跨

区域协同工作机制.由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推动

项目建设、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等.各市 (州)要建立相应的工作

机制,结合实际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统筹协调好本地区数据中心

建设和发展.

５２　统筹调配数据中心能耗指标

新建或改扩建数据中心项目应符合指引要求,各市 (州)每

年新建及改扩建的数据中心项目需征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意见,

对于纳入９个数据中心集聚区及国家战略部署的新建及改扩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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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心项目,新增能耗由省直有关部门统筹安排.

５３　加大土地、用电及产业扶持力度

各市 (州)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应充分考虑数

据中心建设的空间需求确定布局原则,充分保障用地.各地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应把专项规划的空间需求纳入详细规划.充分考虑

资源环境条件,优先在能源相对富集、气候条件良好、自然灾害

较少的地区推进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各有关单位同步规划预

留电力容量,强化用电供应保障.

加强政策引导,在数据中心用电、用地、用水、用网等方面

建立差异化优惠政策,吸引省外业务入驻甘肃,加大宣传力度,

打造丝绸之路信息港数据中心集群品牌.积极争取国家部委相关

专项财政资金,与各地信息化财政预算配合,编制数据中心产

业、大数据项目等投资指南.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数据中心建设,

鼓励金融机构等对数据中心加大支持力度,推动优秀项目参与不

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等投融资.

５４　建立试点示范机制

完善数据中心相关产业链,大力发展数字政府、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数字农业等垂直行业数据应用,抢占数字

经济发展高地,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发挥电信运营企业

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各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数字产业园

区及国家大数据示范项目.对于符合条件的项目,加强财政政策

支持.推动省内数据中心积极参与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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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等申报工作.

５５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充分发挥甘肃省资源、电价、气候和地理位置等优势,突出

数据中心产业链招商,引进一批数据中心上下游产业链龙头企

业,包括研发设计、终端制造、平台构建、应用服务等关键环

节,形成一批大数据软硬件产品.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广泛宣传

甘肃省招商引资政策,举办大型招商引资活动,宣传数据中心产

业投资环境;建立招商信息平台,拓展信息渠道来源,扩大招商

信息和招商网络覆盖面.

５６　加强管理服务水平提升

提升评估测试、报建审批、监督管理等环节的专业服务管理

水平,支持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相关评估评价、测试工作.推动

成立数据中心评估专家库,针对数据中心运维运营、安全和节能

减排等方面进行年度测评和指导.将大数据产业高端人才引进纳

入全省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并根据全省人才引进计划给予重点

支持.

—４３—



附录A１　术语和定义

A１１　数据中心datacenter

拥有网络出口,并能为IT设备的部署和运行提供可靠安全

的供配电和制冷等环境的场所,实现对数据的存储、计算和

转发.

A１２　主机房computerroom

主要用于数据处理设备安装和运行的建筑空间,包括服务器

机房、网络机房等功能区域.

A１３　灾备数据中心businessrecoverydatacenter

用于灾难发生时,接替生产系统运行,进行数据处理和支持

关键业务功能继续运作的场所,包括限制区、普通区和专用区.

A１４　不间断电源系统uninterruptiblepowersystem (UPS)

由变流器、开关和储能装置组合构成的系统,在输入电源正

常或故障时,输出交流或直流电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对负载

供电的连续性.

A１５　双重电源duplicatesupply

一个负荷的电源是由两个电路提供的,这两个电路就安全供

电而言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

A１６　电磁屏蔽electromagneticshielding(EMI)

电磁骚扰引起的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A１７　电磁屏蔽室electromagneticshieldingen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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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衰减、隔离来自内部或外部电场、磁场能量的建筑

空间体.

A１８　布线cabling

能够支持电子信息设备相连的各种缆线、跳线、接插软线和

连接器件组成的系统.

A１９　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 powerusageeffectiveness

(PUE)

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指数据中心总耗电量与数据中心IT

设备耗电量的比值,一般用年均PUE值.详细计算和测量要求

参照 YDT２５４３ «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 (IDC)的能耗测评方

法».PUE数值大于１,越接近１表明用于IT设备的电能占比越

高,制冷、供配电等非IT设备耗能越低.

计算公式为:PUE＝PTotal/PIT (A１)

式中:

PTotal———为维持数据中心正常运行的总耗电,单位为千瓦

时 (kWh).

PIT———为数据中心中IT设备耗电,单位为千瓦时 (kWh).

A１１０　数据中心水资源利用效率 waterusageeffectiveness

(WUE)

数据中心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数据中心总耗水量与数据中心

IT设备耗电量的比值 (单位:L/kWh),一般用年均 WUE值.

WUE数值越小,代表数据中心利用水资源的效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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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WUE＝ (∑L总耗水)/∑PIT (A２)

式中:

L总耗水———为输入数据中心的总水量,单位是升 (L).

PIT———为数据中心中IT设备耗电,单位为千瓦时 (kWh).

A１１１　 数 据 中 心 碳 利 用 效 率 carbonusageeffectiveness

(CUE)

数据中心碳利用效率指数据中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数据中

心IT设备耗电量的比值,一般用年均 CUE值.代表数据中心

IT 设备每消耗一度电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CUE数值越

小,碳减排水平越高.

CUE＝E总排放量/PIT (A３)

式中:

E总排放量———为数据中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 (tCO２e);

PIT———为数据中心中IT设备耗电,单位为千瓦时 (kWh).

A１１２　算力computationalpower (CP)

算力是数据中心的服务器通过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实现结果输

出的一种能力,是衡量数据中心计算能力的一个综合指标,数值

越大代表综合计算能力越强.包含以CPU 为代表的通用计算能

力,和以GPU为代表的高性能计算能力.最常用的计量单位是

每秒执行的浮点运算次数 (FLOPS,EFLOPS＝１０̂１８FLOPS).

据测算,１EFLOPS约为５台天河２A 或者５０万颗主流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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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或者２００万台主流笔记本的算力输出.

计算公式为:CP＝CP通用＋CP高性能 (A４)

A１１３　算效computationalefficiency (CE)

算效指数据中心算力与功率的比值,即 “数据中心每瓦功率

所产生的算力”,是同时考虑数据中心计算性能与功率的一种效

率.数值越大,代表单位功率的算力越强,效能越高.

计算公式为:CE＝CP/PCIT (A５)

式中:

CP———为数据中心的计算能力,用单精度浮点数 (FP３２)

表示;

PCIT———为数 据 中 心IT 设 备 的 整 体 功 率,单 位 为 瓦 特

(W).

A１１４　IT设备上架率shelfrateofinformationtechnology

equipment

IT设备上架率是指实际上架机架的设计功率与机架设计总

功率的比值.

假设机架总设计功率为ZkW,其中,X个上架的机架设计

功率为 AkW,Y个上架的机架设计功率为BkW,那么IT设备

上架率为:

RackIT＝ [X∗A＋Y∗B]/Z (A６)

A１１５　机架设计总功率totalpowerofrackdesign

机架设计总功率是指数据中心IT设备的设计总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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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１１６　数据中心设计总功率totalpowerofdatacenterdesign

数据中心设计总功率是指满足所有机架在设计功率内满负荷

正常运行条件下,IT设备、制冷系统、供配电系统以及照明等

配套设施所需的全部功率.

A１１７　Ⅰ类故障typeⅠfault

指数据中心发生以下几类故障.

A１１７１　故障率低的设备/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中压柜

及低压柜内的母线、封闭式母线、采取探伤或加压检测的管道等

可靠的非运动部件;

A１１７２　发生概率小的故障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没有易

燃设备场所的火灾等;

A１１７３　发生在备用回路,且故障后可以被及时发现,并

且容易修复的设备/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直流操作电源、自动

控制系统等;

A１１７４　对系统正常运行影响小的故障,包括但不限于:

加湿、除湿设备等;

A１１８　Ⅱ类故障typeⅡfault

除Ⅰ类故障以外的其它故障.

附录A２　缩略语

CMP 阻燃级通信电缆 CommunicationsPlenumCable

CUE 碳利用效率 Carbonusageeffectiveness

OFCP 导体阻燃级光缆 OpticalFiberConducivePl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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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NP 非导体阻燃级光缆 OpticalFiberNon－conducivePlenum

PUE 电能利用效率 Powerusageeffectiveness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 Uninterruptiblepowersystem

WUE 水资源利用效率 Waterusageeffectiveness

　　附录A３　PUE、WUE及算力算效测试方法

A３１　PUE测量方法

A３１１　PUE测量点

为计算PUE,需要在如图A１所示的数据中心的供配电系统

示意图中,测量数据中心总耗电及IT 设备耗电,具体测量点

如下:

１)数据中心总耗电

数据中心总耗电量应包括维持数据中心正常运行的IT 设

备、制冷设备、供配电设备和其它设备的耗电量,不应包括办公

等设备的耗电量.总耗电量测量点如下:

a)若由市电供电,测量点应取市电输入变压器之前的位置,

即图 A１中的 M１点;

b)若市电故障,测量点应取柴油发电机产生电力的位置,

即图 A１中的 M２点;

c)若可再生能源为数据中心供电,应将可再生能源能耗转

换的电量计入数据中心总耗电量;

d)若数据中心所在建筑同时用于办公等其它用途,应减去

在图 A１中的 M４点测量的办公等用途的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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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IT设备耗电

数据中心IT 设备耗电量应包括数据中心中的计算、存储、

网络等不同类型的IT设备耗电量.数据中心IT 设备耗电量应

在各IT设备输入电源处 (即图 A１中的 M３点)测量并加和.

图A１　PUE指标的测量点

A３１２　PUE测量值

PUE测量值的计算公式 (A７)为:

PUEmeas＝ (P１＋P２–P４)/P３ (A７)

式中:

PUEmeas－电能利用效率 (PUE)的测量值;

P１－在图A１中 M１点测得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 (kWh);

P２－在图A１中 M２点测得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 (kWh);

P３－在图A１中 M３点测得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 (kWh);

P４－在图A１中 M４点测得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 (kWh).

A３１３　耗电量的间接测量和估算

在实际操作中,若部分耗电量无法直接测量,应进行间接测

量和估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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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制冷设备:采用水冷空调的数据中心,若与所在建筑的

办公等其它场所共用冷水机组,可测量或估算数据中心和其它负

载之间的热负荷比例,将冷水机组耗电量按照对应比例分配给数

据中心;

b)供配电设备:

１)若规定的测量点难以安装测试设备,可根据相关设备的

能效因子进行间接估算.若无法在数据中心变压器之前直接测量

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应根据在变压器之后的实测值进行推算;

２)可采取按比例分摊的方式从数据中心总耗电量中减去办

公等耗电量.

c)IT设备:可在各路 UPS输出处或者列头柜配电输入处

进行测量,并将测量值加总作为IT设备耗电量,每一路供电的

IT设备测量点为图 A１中的 M５点.

A３１４　测量周期和频率

测量周期和频率要求如下:

a)宜安装固定测量仪表,对数据中心耗电情况进行持续、

长期的测量和记录;

b)若未安装固定测量仪表,可采用钳形功率计等设备测量

各测量点的短时耗电量.测量的周期和频率如下:

１)每次测量不宜少于一小时;

２)每天测量不宜少于二次,宜在业务忙时和闲时分别进行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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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每月不宜少于三天,宜平均间隔时间一致进行测量.

c)应根据连续或多次短时累计的测量值来计算 PUE 等

指标;

d)如无特殊说明,PUE应由采用固定测量仪表在规定测量

点测量并记录的至少一年的数据计算得出;若没有一年数据,应

按照数据中心设计、验收、设备等技术文档对设计 PUE 进行

评估.

A３１５　测量设备和系统

测量设备和系统要求如下:

a)宜采用具备自动化采集功能的智能测量仪表;

b)宜采用精度不高于１级的仪表;

c)宜建设具备数据统计、计算和分析功能的能效管理系统;

d)应记录测量时的实验室温度以及室外温度.

A３２　WUE测量方法

IT设备耗电量的测量点见 A３１１的相关规定.

A３２１　WUE测量值

WUE测量值的计算公式 (A８)为:

WUEmeas＝∑Li/P３ (A８)

式中:

WUEmeas－水资源利用率 (WUE)的测量值;

∑Li－数据中心总耗水量,即i处测得的耗水量加和,i处

包括但不限于市政供水入口,从湖泊、河道等自然水网抽取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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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的入口,雨水收集池及中水池抽取水的管道的入口等,单位

为升 (L);

P３－ 在 图 A１ 中 M３ 点 测 得 的 耗 电 量,单 位 为 千 瓦 时

(kWh).

A３２２　测量周期和频率

测量周期和频率要求如下:

a)宜安装固定测量仪表,对数据中心耗水量进行持续、长

期的测量和记录;

b)若未安装固定测量仪表,应按照数据中心水费缴纳单据

等原始凭证进行评估;

c)应定期采用电子系统采集存储或人工抄表记录数据;

d)如无特殊说明,WUE应通过采用固定测量仪表在规定

测量点测量并记录至少一年的数据计算得出;若没有一年数据,

应按照数据中心设计、验收、设备技术文档、现场照片等进行

评估.

A３２３　测量设备和系统

测量设备和系统要求如下:

a)宜分项计量不同设备的用水量;

b)宜安装电子系统节地与室外环境

A３３　算力算效测试方法

A３３１　算效测量点

PCIT为该数据中心各IT设备机柜瞬时功率的加和,可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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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PDU读取或列头柜处测量获得.

附录A４　数据中心建设规范

数据中心建设规范适用于甘肃省新建、扩建、改建数据中心

的规划、设计、建设、运维和评估.

数据中心建设规范主要规定了甘肃省数据中心建设的选址、

建筑、电气系统、制冷系统、电磁屏蔽、布线、安防与消防、给

水排水、运维与管理、效率与能力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

图A２　数据中心建设规范体系

A４１　选址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选址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电力供给应充足可靠,通信应快速畅通,交通应便捷.

(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２)应远离产生粉尘、油烟、有害气体以及生产或贮存具有

腐蚀性、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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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应 远 离 强 振 源 和 强 噪 声 源,应 避 开 电 磁 场 干 扰.

(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４)机房位置距离化学工厂中的危险区域/垃圾填埋场不宜

小于４００m.(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２级)

(５)机房位置距离铁路或高速公路不宜小于１００m.(YD/T

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２级)

(６)机房位置距离飞机场不宜小于１６００m.(YD/T２４４１－

２０１３R２级)

(７)机房位置距离住宅不宜小于１００m.(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A

级)

A４２　建筑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建筑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数据中心建筑的抗震设防分类不应低于乙类. (YD/T

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３级)

(２)主机房外墙不宜设采光窗.(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２级)

(３)数据中心主机房区楼面均布活荷载要求应为 １０~

１２kN/m２.(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３级)

(４)数据中心不间断电源系统室楼面均布活荷载要求宜为８

~１０kN/m２.(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３级)

(５)数据中心电磁屏蔽室楼面均布活荷载要求宜为８~

１２kN/m２.(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A级)

(６)机房建筑的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的规定见 GB５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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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５００４５)应为一级.(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２级)

(７)屋面的防水等级应为I级.(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２级)

A４３　电气系统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供配电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供电电源应由双重电源供电.(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A级)

(２)UPS供电系统 (含 HVDC等其他类型 UPS)的供电全

程 (从变压器输入配电设备到列头柜输入设备)可靠性不应低于

９９９９９％.(数据中心可用性分级 A５级)

(３)宜鼓励采用锂电池等新技术供电.

(４)柴油发电机燃料存储量的供应时间应为８h,宜与周边

供油站达成供应协议.(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３级)

(５)数据中心末端配电 (列头柜、连接器、PDU)系统满

足ICT设备双路供电要求.(数据中心可用性分级 A４级)

(６)宜鼓励充分利用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

等,提高清洁能源在数据中心电力供应中的比例.

A４４　制冷系统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制冷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空调和制冷设备的选用应符合运行可靠、经济适用、节

能和环保的要求.(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２)主机房空调送风方式可选择下送风方式、上送风方式或

水平送风方式.(YD/T２５４２－２０１３)

(３)在温度合适的时间段推荐采用水、空气等自然资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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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冷却、间接蒸发冷却以及液冷等冷却方式.(YD/T２５４２－

２０１３)

(４)主机房的空调机应设不低于 GB/T１４２９５规定的粗效２

类空气过滤器.(YD/T２５４２－２０１３)

(５)数据中心空调配电系统与空调系统可靠性要求相当,并

参考该等级下供电系统要求.(数据中心可用性分级 A５级)

A４５　电磁屏蔽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电磁屏蔽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电磁屏蔽室的壳体应对地绝缘,接地宜采用共用接地装

置和单独接地线的形式.(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２)建筑面积小于５０m２、日后需搬迁的电磁屏蔽室,结构

形式宜采用可拆卸式;电场屏蔽衰减指标大于１２０dB、建筑面积

大于５０m２的屏蔽室,结构式宜采用自撑式;电场屏蔽衰减指标

大于６０dB、小于或等于１２０dB的屏蔽室,结构式宜采用直贴式,

屏蔽材料可选择镀锌钢板,钢板的厚度应根据屏蔽性能指标确

定;电场屏蔽衰减指标大于２５dB、小于或等于６０dB的屏蔽室,

结构式宜采用直贴式,屏蔽材料可选择金属丝网,金属丝网的目

数应根据被屏蔽信号的波长确定.(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３)所有进入电磁屏蔽室的电源线缆应通过电源滤波器进行

处理.(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４)所有进入电磁屏蔽室的信号电缆应通过信号滤波器或进

行其他屏蔽措施处理.(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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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４６　布线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布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进线间不应少于１个.(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B级)

(２)通信缆线防火等级宜采用 CMP 级电缆,OFNP 或

OFCP电缆.(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２级)

(３)机房线缆布放应采用上走线方式,线缆布放时应采用走

线架,走线架应选择开放式线架,强电、弱电应分别布线,光

纤、铜缆宜分别布线.(YD/T２５４２－２０１３)

A４７　安防与消防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安防与消防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数据中心机房应设置安全防范监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应

由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等子系统组成.各系统的

设计应符合GB５０３４８和GB/T５０３１４中的规定.(YD/T２５４２－

２０１３)

(２)数据中心机房应提供动力监控、设备监控、环境监控等

能力,符合 YD/T１３６３的规定,同时监控系统应考虑为客户提

供相关区域的开放接口.(YD/T２５４２－２０１３)

(３)数据中心环境和监控设备应具备输入和输出功率、电

压、频率、电流、功率因数、负荷率;电池输入电压、电流、容

量;同步/不同步状态、不间断电源系统/旁路供电状态、市电故

障、不间断电源系统故障相关参数在线监测功能.(数据中心可

用性分级 A５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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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数据中心环境和监控设备应具备柴发数据全面监测断线

报警、油箱 (罐)油位、柴油机转速、输出功率、频率、电压、

功率因数相关参数在线监测功能.(数据中心可用性分级 A５级)

(５)数据中心环境和监控设备应具备集中空调和新风系统、

动力系统设备运行状态、滤网压差在线监测功能.(数据中心可

用性分级 A５级)

(６)数据中心应建设能耗监测系统.

(７)数据中心应具备支撑我省及相关主管部门能耗和网络监

测系统的能力.

(８)数据中心机房、电池电力室 (含 UPS和电池室)、变配

电房和发电机房应设置管网式洁净气体自动灭火系统. (YD/T

２４４１－２０１３)

(９)宜设置吸气式烟雾探测火灾报警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应

与灭火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联动.(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

A４８　给水排水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给水排水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空调补充水系统的天面高位水箱和低位水池储水总水量应

确保在市政停水后可持续补水时间大于１０小时.(YD/T２４４１－

２０１３)

(２)主机房地面应设置排水系统.(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

(３)与主机房无关的给排水管道不应穿越主机房.(GB５０１７４－

２０１７R２级)

—０５—



A４９　运维与管理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运维与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数据中心应具备维护制度.(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３级)

(２)业务可用性应达到９９９％.(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２级)

(３)故障恢复时间应小于或等于３０分钟. (YD/T２４４１－

２０１３R２级)

(４)数据中心机房监控人员应 (７∗２４)h监控. (YD/T

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３级)

A４１０　效率与能力

我省建设数据中心,效率与能力②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运行 PUE: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第一年不应高于

１３５,第二年不应高于１３;中小型数据中心第一年不应高于

１４５,第二年不应高于１４.(«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

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２)WUE:第一年不高于１６L/kWh,第二年不高于１０

L/kWh.(«上海市数据中心建设导则 (２０２１版)»)

(３)IT设备上架率:第一年不应低于５５％,第二年以后不

低于６０％.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

(４)网络质量:单向网络时延不应大于１５ms,网络丢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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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大于０２％.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年)»,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R２级)

(５)绿色等级:满足 YD/T２４４１中 G４及以上等级.(«新

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

(６)网络与信息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应符合国家网络与信

息安全的相关规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应达到三级.(«上海

市数据中心建设导则 (２０２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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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４ 数据中心建设规范»编制说明

«附录 A４ 数据中心建设规范»中的选址、建筑、电气系

统、制冷系统、电磁屏蔽、布线、安防与消防、给水排水、运维

与管理等方面的要求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数

据中心设计规范»、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互联网数据中心技术及

分级分类标准»、 «数据中心可用性分级»、YD/T２５４２－２０１３

«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 (IDC)总体技术要求».在设定具体指标

要求时,指标符合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数据中心设计规范»B级要

求,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互联网数据中心技术及分级分类标准»

R２级要求以及 «数据中心可用性分级»A４级要求.根据实际情

况,个别指标设定达到了 GB５０１７４－２０１７«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A级要求,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互联网数据中心技术及分级分类

标准»R３级要求以及 «数据中心可用性分级»A５级要求.

在效率与能力方面,PUE指标要求主要编制依据为 «关于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意

见»提出到２０２５年,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

降到１３以下;并根据甘肃省数据中心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小型数

据中心PUE不高于１４.WUE指标要求主要依据 «上海市数据

中心建设导则 (２０２１版)»以及甘肃省水资源利用率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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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不高于１０L/kWh.IT设备上架率主要编制依据为 «新型

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 «计划»提出

到２０２３年底,全国数据中心平均利用率力争提升到６０％以上.

在网络质量方面,单向网络时延指标主要参考的是 «新型数据中

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以及甘肃省数据中心

实际情况;网络丢包率指标主要参考的是 YD/T２４４１－２０１３

«互联网数据中心技术及分级分类标准»R２级要求.绿色等级指

标要求参考的是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计划»提出新建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达到绿色数据中心

要求,绿色低碳等级达到４A级以上.网络与信息安全指标要求

主要参考的是 «上海市数据中心建设导则 (２０２１版)».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印发

—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