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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配线间的制冷很少经过规划，通常只是在发生故障或

过热后才进行。历史上对于规定足够的制冷以便在配线

间内实现可预期行为方面并无明确的标准。合适的 IT
配线间制冷规范应确保与预期负载兼容，提供制冷设备

设计和安装的明确指引，防止超选型，最大限度提高电

气效率，并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不同形状和类型

的配线间中工作。本文介绍一种制定配线间制冷规范的

改进方法的理论及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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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和大型计算机机房的设计总是要包括一套制冷系统。而许多 IT 设备位于计算机机房之

外的分布式空间内，包括配线间、分支机构，以及其他在设计时从未考虑 IT 设备制冷的场所。

IT 设备的功率密度在日益增长，其结果是，VoIP 路由器、交换机或服务器等分布式 IT 设备经常

会由于制冷不足而过热或发生故障。 
 
针对这一问题的典型处理方式却是忽视其存在，部署设备，之后如果设备过热和/或故障，则采

取矫正性措施。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这种方式不能令人满意，要求采取更为主动的方式以确保分

布式 IT 设备的可用性。本文的目的是概要指出对小型分布式 IT 环境制冷的基本原则，并对支持

性制冷系统的有效规划和设计提供指引。 
 
 
 
为了正确规定配线间的合适的制冷解决方案，必须首先规定配线间的工作温度。IT 设备厂商通常

会提供其设备设计运行的最高温度。对于通常可见于配线间内的有源 IT 设备，此温度通常为

40°C（104°F）。这是厂商能够在其声明的质保期内确保性能和可靠性的最高温度。需要理解的

重要一点是，尽管按照制造商所述，最高公布工作温度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该温度下运行通常不

能实现与在较低温度下运行所获得的同样水平的可用性或寿命水平。有鉴于此，除最高许可温度

之外，一些 IT 设备厂商还会公布其设备的推荐工作温度。IT 设备厂商给出的典型的推荐工作温

度为 21°C（70°F）至 24°C（75°F）。 
 
此外，美国采暖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协会（ASHRAE）TC 9.9 对 IT 设备同时公布推荐和许可工作

温度。其意图是提供更好的指引，以确保设备的可靠性和性能。其值在表 1 中给出。 
 
 
 
 
 
 
 
 
 

 
 
 
 
目标总应是保持温度不高于 25°C（77°F）。然而，如果无法实现，对于关键度不太高的配线间，

保持在最高许可温度 32°C（90°F）以下可以是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任何高于 32°C（90°F）
的温度均应被避免，以降低设备故障的风险。同样，32°C（90°F）也是被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

局（OSHA）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机构视为对轻工作负载许可的最高温度。关于健康和

安全要求的更多讨论可在第 123 号白皮书《高密度热通道对 IT 人员工作条件的影响》中查阅。 
 
对于部署 UPS 的配线间环境必须给予更多的仔细考虑。温度的升高对于蓄电池寿命的影响要比

对其他类型的 IT 设备显著得多。对于工作在 40°C（104°F）下的典型的 UPS 蓄电池，用户只能

期待其持续使用 1.5 年甚至更短时间，而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则通常可使用 3 到 5 年。工作温度低

于 25°C（77°F）应作为一项要求。否则，应考虑使用一台集中式 UPS 保护所有配线间，该

UPS 采用置于配线间之外一个有足够冷空气的空间内。 
 
 
 
为了充分理解问题，以排热而非冷风供给来表述问题更为有利。如果热量未被排出，容纳 IT 设

备的任何空间内的热量都将被累积，使温度升高。IT 设备每使用 1 kW 热量，就将形成必须被排

出的 1 kW 热功率。 
 

工作温度 温度范围 

推荐区间 20-25°C（68-77°F） 

许可区间 15-32°C（ 59-90°F） 

简介 

高密度热通道对 IT 人员工作
条件的影响 

资源链接 
第 123 号白皮书 

配线间的适当 
工作温度 

表 1 

ASHRAE TC9.9 给出的工作温
度区间 

排热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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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可以被想成一种“向下”流动的物体。它由温度较高的物体或介质流向温度较低的物体或介

质。如果您要将其排出，需要将其引导至一个较冷的地方。在许多实际环境中，这种物理备选方

案可能并不存在。 
 
热量可以通过五种不同的方式离开一个较小的有限空间，如办公室或配线间。它们是： 
 
传导：热量可以流经空间的墙壁 
被动通风：热量可以通过没有空气移送设备的通风口或格栅流入较冷的空气 
风机辅助通风：热量可以通过有空气移送设备的通风口或格栅流入较冷的空气 
舒适性制冷：热量可以通过楼宇的舒适性制冷系统排出 
专属制冷：热量可以由专用空调机排出 
 
以上所列的五种方法在性能、局限性和成本方面各有不同。对于一座给定的设施，用户应理解所

使用或提出的是哪种方法，在给定约束条件和偏好下哪种方法最为合适，以及如何制定设计要求。 
 
图 1 给出了在假设没有异常情况的条件下基于机房功率和目标机房温度的制冷策略的一般准则。

它示出了各种方法的可接受性能范围。这些极限不应被视为绝对的值，因为各种策略存在重叠，

最终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影响制冷的所有变量。应注意，舒适性制冷并不包含在本图中，因为其过

于易变，不可预测。对此的更多讨论将在后文中给出。 
 
 
 
 
 
 
 
 
 
 
 
 
 
 
 
 
 
 
 
 
 
 
 
 
 
 
 
 
 
 
 
 
 
为帮助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在给定多个变量的条件下，图 2 中给出一个决策流程图。应再次注意，

舒适性制冷不是推荐解决方案。   
 
 

 

图 1 

基于功率负载和目标室温
的制冷方法 

例如： 

1500 W保持在 25°C（77 °F），落

在“风机辅助”范围内

IT 设备负载（W） 

目
标

温
度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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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级

可移动式

吊顶式

空调机类型
选择见图 8 

见图 6B 

见图 6A

图 2 

旨在保持推荐 ASHRAE 温度范围 68 - 
77°F（20 - 25°C）的制冷方法选择 

>2000 W< 700 W< 400 W < 200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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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对配线间制冷的五种方法分别进行更为详细的介绍，以实现对其性能和局限的清晰理解。 
 
 
传导：热量可以流经空间的墙壁 
如果配线间被有效密封，像许多市电配线间一样，则热量离开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墙壁的传导。为

使此方式有效，配线间内的空气必须升温至高于配线间墙壁另一侧温度的水平。实际上，这意味

着配线间将总是比楼宇内的其他环境空气更热，且随着 IT 设备的功率水平升高，温度升高的程

度将会更高。一个配线间的平均、空气充分混合的温度与 IT 负载的关系示例如图 3 所示。 
 

 
以上关系系假设一个有效密封的 3.2 x 3.2 x 3.2 m（10 x 10 x 10 ft）机房，空气泄漏率仅为 50 
ft3/min（23.6 l/s），采用干式墙结构，全部 4 面墙均面对具备舒适性制冷的空间，室温为 20°C
（68°F）。更多详情和假设参见附录。 
 
可以看到，这一典型的配线间在其关键度要求温度低于 25°C（77°F）时最高可支持 400 W 的 IT
负载，而若是低于 32°C（90°F）即可接受，则最高可支持 1000 W。 
 
然而，配线间的尺寸和建筑材料会有差别，而且存在其他影响此关系的因素，这些最终都将限制

这种方法的应用能力。表 2 归纳了这些关键因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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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quipment load (w a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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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F (32◦C)
ASHRAE maximum allow able

Supports ~ 400 watts(critical closet)

Conduction

Supports ~ 1000 watts (non-critical closet)

77◦F (25◦C)
ASHRAE maximum recommended

图 3 

配线间温度与 IT 
设备负载的关系： 
传导性能 

 
配线间制冷的 
五种方法 

传导 

IT 设备负载（W） 

温
度

（
°
C
）
 

支持 400 W 以下（关键配线间） 

支持 1000 W 以下（非关键配线间） 

25°C（77°F）
ASHRAE最高推荐值 

32°C（90°F） 
ASHRAE最高许可值



IT 配线间和小型机房的制冷策略 
 

 
施耐德电气 — 数据中心科研中心                                                                      第 68 号白皮书    版本 1     6 

 
 

 
 
最明显的影响因素是机房的尺寸。机房越大，机房散热的能力越好，因为有更大的墙壁、天花板

和地板表面积来处理热量。相反地，机房越小，传导制冷性能越低。这种性能变化在图 4 中绘出。 
 
 
 
 
 
 
 
 
 
 
 
 
 
 
 
 
 
 
 
 
在温度与负载的关系上，用于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的材料也会呈现与各材料间传热能力差异相类

似的差异。如果我们在上例中使用石膏板墙壁和吸音瓦天花板替代 10 cm（4 inch）的混凝土砌

块墙和 10 cm（4 inch）的混凝土板地板，将可以看到制冷性能提高，如图 5 所示。 
 
 
通常会发生的一种影响传导制冷性能的情况是楼宇环境空气温度由于周末制冷降级运行而升高。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配线间温度将逐步升高。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楼宇空调在周末由 20°C
（68°F）改为 29°C（85°F）降级运行（升高 9°C（17°F）），我们可以预期配线间内同样升温

9°C（17°F）。这意味着对于一个要求温度不高于 25°C（77°F）的关键配线间，不能支持任何

负载；而对于允许温度不高于 32°C（90°F）的非关键配线间，只能支持 250 W 的负载。   
 
 
 
 
 
 
 

因素 对配线间温度的预期影响 

机房尺寸 机房尺寸越小，温度越高 

墙壁、天花板、地板材料 建筑材料热阻越大，温度越高 

楼宇空调机在夜晚/周末降级运行 楼宇空调机内每升温 1 度，配线间温度将升高相同的

量 

一面墙在晴朗的热天将受到日照 / 
室外温度的影响 

承受室外温度和日照的墙面积越大，温度越高 

表 2 

可影响配线间温度 
与负载关系的因素 
及其预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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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 8 x 8 ft)

Large Closet
(20 x 20 x 12 ft)

90◦F (32◦C)
ASHRAE maximum allowable

77◦F (25◦C)
ASHRAE maximum recommended

Medium Closet
(10 x 10 x 10 ft)

图 4 

配线间尺寸对传导 
制冷性能的影响 

小型配线间 

(2.5×2.5×2.5m）

中型配线间 

(3.2×3.2×3.2m） 

大型配线间 

(6.5×6.5×4m）

25°C（77°F）

ASHRAE最高推荐值 

IT 设备负载（W） 

温
度

（
°

C
）

 

32°C（90°F） 

ASHRAE最高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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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冷方法的另一个局限是，如果配线间有一面墙壁是楼宇的外墙，配线间温度将受到室外墙

壁温度的影响，而后者又受环境室外温度和日照的双重影响。因此，有室外墙壁的配线间在炎热

或强烈日照下可能会过热。对于我们的 3.2 x 3.2 x 3.2 m 配线间实例，假设室外环境温度等于

38°C（100°F），最差情况下日照强度为 1000 W / m2，则我们可以预期温度升高 4 – 7°C（8 – 
12°F）。 
 
密封式配线间的传导制冷性能根据尺寸、结构和相邻环境而不同。通常，对于关键配线间，在配

线间内的功率负载低于 400 W 并考虑到上述将影响制冷性能的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建议采用传

导作为制冷的唯一方式。类似地，对于非关键性配线间，传导仅应在配线间内负载低于 1000 W
时采用。这将使传导方法局限于功率非常低的 IT 设备，如小型堆叠式网络交换机。如上例中所

示，温度将随负载的升高而快速上升。应注意，另外增加灯泡之类的热源将实质性提高这一功率

水平。因此，配线间照明灯应采用低功率高效率的类型，并应在门被关闭时自动熄灭，或者直接

被省略。 
 
 
被动和风机辅助通风：热量可以通过通风口或格栅流入较冷的空气 
将热量排至楼宇环境空气中可以使配线间冷却。通风可以是采用适当布置的孔或通风口的被动式，

也可以是风机辅助式。其基本原则是确保配线间空气温度基本不会升至楼宇环境空气温度以上。

通风系统的实例如图 6 所示。 
 

 

 

图 5 

建筑材料对传导 
制冷性能的影响 

风机辅助通风在配线间内的布置见图 9 

图 6 

两类配线间通风系统举例 
 
6A. 
被动通风 
 
6B. 
风机辅助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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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墙板

由建筑材料造成的温差

4 in.混凝土砌块

90◦F (32◦C)
ASHRAE最高许可值

77◦F (25◦C)
ASHRAE最高推荐值

25°C（77°F）

ASHRAE最高推荐值 

32°C（90°F） 

ASHRAE最高许可

IT 设备负载（W） 

温
度

（
°
C
）
 

石膏板墙 
10cm厚混凝土 

由建筑材料造成的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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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风配线间的温升与 IT 负载功率的函数关系如图 7 所示。 
 
 
 
 
 
 
 
 
 
 
 
 
 
 
 
 
 
 
 
 
 
在图中，应注意两条不同的通风曲线。被动通风曲线基于加装如图 6A 所示的通风口。如图 6B
所示的风机辅助通风可实现比被动通风更低的温升。所示的风机辅助通风曲线假设气流量为 480 
ft3/min（226.5 l/s）。温升将随气流量的增大（通过更高容量的风机系统或加装附加风机系统来

实现）而减小。 
  
通风是一种非常实用的配线间冷却方法。对于关键配线间，被动通风在 700 W 以下的功率水平

有效。对于 700 W 至 2000 W 的功率水平，风机辅助通风适合于关键配线间。如果采用更高容

量或多台风机协助机组，可以实现对更高功率水平的支持。类似地，对于非关键配线间，被动通

风对于 1750 W 以下有效，风机辅助通风在 1750 W 至 4500 W 之间有效。根据 IT 设备来布置进

气口和风机辅助机组的应用考虑也可以提高制冷性能。同样需要注意的重要方面是，在采用此方

法时，还必须考虑如以上图 4 和图 5 所示的外部影响。 
 
 
舒适性制冷：热量可由舒适性制冷系统排出 
许多楼宇具有现有的空调系统或组合供热和空调系统，用以为人员创造舒适的环境。这些舒适性

制冷系统通常有空气输送管道。与在增加新办公室或机房时加装导管一样，通过对配线间加装导

管以利用该系统似乎是个好办法。然而，简单增加导管很少能够解决配线间制冷问题，而且经常

会适得其反。 
 
舒适性制冷系统采用循环开闭方式。通常的控制机制是将温控器置于区域内的某处，而非配线间

内。对于装有 IT 设备的配线间之类的小空间，这意味着温度在制冷系统开启时将降低，关闭时

则升高。这将导致温度的显著摆动，实际上会对 IT 设备造成比持续性较高温度状况更严重的压

力。 
 
此外，舒适性制冷系统的最优方法要求在工作日夜间和周末提高温度设定点，以帮助节电。有些

实际上就是完全断电。如果配线间仅仅是一个较大区域的一部分，配线间的平均温度通常将升高，

其增量等于温度设定点的增量。如果只是简单地增加管道，决策者就必须要在夜间和周末浪费电

能与配线间内温度摆动状况更糟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使用楼宇舒适性制冷系统对配线间制冷，所述的配线间必须设在一个专用区域内，该区域应

具有其自有的选型适当的供风和回风导管、终端机组（即风机盘管、VAV 箱）和控制件（即温控

器）。这种方法并不实用。 

图 7 

配线间温度与 IT 负载 
的关系 – 被动和风机 
辅助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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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专用配线间区域的挑战包括： 
 
• 须确保向 VAV（变风量）箱供风的供风管内静压力足够且恒定，特别是在楼宇空调系统工

作最多的炎热夏季更是如此 

• 非常低的功率密度能力 – 多数舒适性制冷系统按设计提供 43 – 54 W / m2（4 – 5 W / ft2）
的制冷量，即相当于每台机柜 150 W（假设每台机柜占地 3 m2） 

• 缺乏可扩缩能力 

• 实施成本高 

 
此外，中央制冷系统也是主供热或补充供热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所安装的用以保持

配线间凉爽的供风管将在冬季向空间内供热。这是绝对不合适的。 
 
对楼宇空调系统进行分接以对 IT 配线间制冷的方式通常并不合适。如果导管系统已经存在，则

应将其拆除或切断，并以本文所述的其他方式之一加以取代或补充。 
 
 
专属制冷：热量可由专用空调机排出 
控制配线间温度的最有效方式是安装专用配线间空调设备。然而，专用空调比采用被动或风机辅

助通风要昂贵且复杂得多，只能在必要时采用。 
 
通常，当配线间内的功率水平超出约 2000 W（对于关键配线间）或 4500 W（对于非关键配线

间）时，推荐采用专用空调设备。在确定功率时，重要的是要参照 IT 厂商提供的详细功耗规范，

确定 IT 设备的具体配置的功率水平。通常具体设备的实际取用功率会远低于背板上的“铭牌”

额度功率，正确的决定可以为制冷解决方案节省相当数量的开支和复杂度。例如，背板铭牌额定

功率为 5 – 6 kW 的可配置路由器在常见的用户配置中实际仅取用 1 – 2 kW 的功率。在这种情况

下，正确的决定可以免除对一台空调机的需求。 
 
即使在表面看来通风是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方案，也存在专用空调机更为适合的情况。这些情况包

括： 
 
• 配线间之外的通风空气含有显著的灰尘或其他污染物 

• 配线间之外的通风空气存在过大的温度摆动 

• 租约或装修等实际限制条件使其无法加装通风导管 

 
在这些情况下，采用楼宇环境空气进行通风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唯一实用的方式就是专

用空调设备。 
 
当确定要在配线间或小型机房内采用空调设备时，还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备选空调设备。更多详

情参见第 59 号白皮书《用于 IT 环境的不同类型的空调设备》。 
 
对给定配线间设施选择合适类型的专用空调机，这主要由楼宇限制条件确定，可遵循图 8 所示的

简单流程图完成。 
 
 
 
 
 
 
 
 
 
 

用于 IT 环境的不同类型的空
调设备 

资源链接 
第 59 号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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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专用空调机选型 

吊顶式空调机组 行级空调机组 可移动式空调机组 

空冷、独立式（可移动、排内
或天花板安装式）

采用远程冷凝器的空冷式（天
花板或排内/地板安装式）

乙二醇冷却式（天花板或排内
/地板安装式），采用冷却器

和泵套装

水冷式（天花板或排内/
地板安装式）

冷却水（天花板或排内/ 
地板安装式）

乙二醇冷却式（天花板或排内
/地板安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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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线间内采用小型分布式 UPS 系统是确保业务连续性的常见且推荐的方式。UPS 系统可选型

为对配线间 IT 负载提供短时备用供电，或者可选择 UPS 实现更长的备份时间（即超过 1 小时）。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UPS 所形成的热负载通常要远远小于 IT 负载，可以放心地将其忽略。 
 
在安装 UPS 时，IT 设备将继续在断电时发热。因此制冷系统必须继续运行。如果 UPS 的备用时

间少于 10 分钟，则配线间内空气和墙壁表面的热质量将使温度保持在合理限度内，无需采取任

何预防措施。然而，如果 UPS 按设计需提供超过 10 分钟的运行时间，则制冷系统在此期间必须

继续运行。这意味着如果采用风机辅助通风或空调，风机或空调机必须由 UPS 供电。在 UPS 选

型中必须考虑风机或空调机的功率需求。对于风机辅助通风，这并非重要的问题，但对于空调机，

就需要大得多的 UPS 和蓄电池（经常是空调机标称额定取用电流的 4 – 6 倍，以应对压缩机突

入电流）。这是只要可能即以风机辅助通风取代配线间空调的另一个原因。 
 
避免专用空调机组以 UPS 供电的一种实用且低成本的替代方式是安装一套风机辅助通风系统，

作为对专用空调机的备份。理想情况下，发生断电时风机系统将启动，为机房提供一定程度的空

气交换，而此时专用空调机停止运行。在电力（以及空调，应具有自动重启动功能）恢复时，风

机辅助通风系统将恢复断电。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明显看出，配线间内过热是一项合理的关切，只要可行，即应优选采用更简单

的被动或风机辅助通风解决方案。尽管用户在通风系统设计时有许多市售组件备选，同样还有专

门针对配线间制冷设计的特征化套装解决方案。表 3 给出了用户可望在配线间通风系统内见到的

特性。 
 
 
 
 
 
 
 
 
 
 
 
 
 
 
 
 
 
 
 
 
 
 
 
 
 
 
 
 
 
 
 
 

UPS 对配线间制
冷系统的影响 

有效风机辅
助通风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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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示出了满足以上要求的一种风机辅助通风机组的示例。 
 
 
 
 
 
 
 
 
 
 
 
 
 
 
 
 
 
 
 
 

特性 优势 

可在墙壁或天花板上安装 灵活性更高，因为一种解决方案可适合许多

种不同的配线间类型 

按照经计算的 IT 负载确定规格 对于解决方案实现预期性能有更强的信心 

可远程管理 更短的平均恢复时间（MTTR） 

多种风机速度 能够在不需要最大气流量时降低噪音 

多台风机 风机冗余以实现故障容忍 

防窜改式安装 更高安全度 

易于安装 对配线间环境的改动要求最少，并可降低对

外部承包商参与的需求 

需要最少量的装配 快速、简便安装 

插头或硬连线配置 简单符合当地电气规章 

宽容量范围 能够对不同设施的单一设备进行标准化 

针对配合 UPS 系统的应用确定规格和特性 总体系统可用性更高 

表 3 

通风系统特性和优势 

排风口 

格栅

入口

图 9 

配线间风机辅助通风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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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 IT 配线间，通风是最为有效且实用的制冷策略。设计和实施得当的被动通风系统对于

较低的功率水平有效。对于功率更高的装有 VoIP 路由器或服务器的配线间，推荐采用风机辅助

通风。 
 
当关键配线间的配线间功率水平超过 2000 W（非关键配线间为 4500 W）时，或配线间外的环

境空气热、不可控制或有污染时，适合采用专用空调。不推荐采用现有舒适性空调系统进行配线

间制冷，因为这样几乎必然导致配线间温度的宽幅波动。 
 
本文中给出的准则有助于选择合适的配线间制冷解决方案。专门针对 IT 配线间设计并特征化的

通风系统的出现使选型过程得以简化，并可进行标准化配线间制冷解决方案的实施。 
 
 
 
 
 
 
 
 
 
 
 
 
  

结论 

Neil Rasmussen 是施耐德电气旗下 IT 事业部—APC 的高级创新副总裁。他负责为全球最大的

用于关键网络设备（电源、制冷和机柜等基础设施）科技方面的研发预算提供决策指导。 
 
Neil 拥有与高密度数据中心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相关的 19 项专利，并且出版了电源和制冷系统

方面的 50 多份白皮书，其中大多数白皮书均以十几种语言印刷出版。近期出版的白皮书所关注

的重点是如何提高能效。他是全球高效数据中心领域闻名遐迩的专家。Neil 目前正投身于推动
高效、高密度、可扩展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专项领域的发展，同时还担任 APC 英飞系统的首席设

计师。  
 
1981 年创建 APC 前，Neil 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完成关于 200MW
电源托克马克聚变反应堆的论文。1979 年至 1981 年，他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MIT）林肯实

验室，从事飞轮能量储备系统和太阳能电力系统方面的研究。 
 
Brian Standley 是施耐德电气信息技术事业部负责小型制冷系统的产品线经理。他有 9 年的产

品管理经验，并且密切参与了包括制冷解决方案、英飞系统（InfraStruXure）和机柜/机箱在内
的多个产品类别产品的设计、开发、发布和支持工作。Brian 还担任销售和支持的职务。 
 
在 1994 年加入 APC 之前，Brian 在伦斯勒理工学院（RPI）物理学专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2001 年在罗得岛大学（URI）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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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科研中心 
           DCSC@Schneider-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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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的“典型”配线间基于一种计入墙壁传导、对流和辐射的广泛性模型。“对流”包括与

机房墙壁的自然对流外加规定的气流量（与泄漏气流量相关）。“典型”配线间的建模条件如下： 
 
 

 
 

特性 优势 

机房尺寸 3.2 x 3.2 x 3.2 m（10 x 10 x 10 ft） 

楼宇环境温度 20°C（ 68°F） 

机房建筑材料： 

• 内部侧墙为平空气隔热式钢构架墙，采用石膏墙板装饰 
• 地板为 10 cm厚混凝土板 
• 天花板为 1.25 cm厚吸音瓦 
• 外墙为隔热混凝土砌块，配以硬质泡沫塑料保温套和石膏墙

板装饰  

内部侧墙：R值 =0.29 
地板：R值 = .1 

天花板：R值 =0.22 
外墙：R=1.32 

3.4 m/s（12 km/h）风速下的外墙面热导率（h） h = 22.7（m² °C/W） 

相对湿度 50% 

泄漏气流量（通过门开缝和/或吊顶的泄漏量的合理估算值） 50 cfm（23.6 L/s） 

附录：典型配
线间的假设条
件说明 

表 A1 

“典型”配线间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