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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31347-2014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通信机房项目》，与GB/T 

31347-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通信机房项目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更改了术语“通信机房”的定义（见第3章）； 

——删除了通信机房节能改造项目边界示意图（见4.1）； 

——更改了项目边界划分（见4.1）； 

——增加了耗电量测量点位置（见4.1.1）； 

——更改了能耗统计范围（见4.2）； 

——更改了基本要求（见5.1.1、5.1.2）； 

——增加了节能改造要求（见5.2）； 

——更改了数据的收集和测量（见6.2.7.1）； 

——增加了仪器仪表精度（见6.2.7.3）； 

——增加了校验模拟法（见6.4）； 

——增加了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方法（见第7章）； 

——增加了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方案及报告编制要求（见第8章）；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报告编制要求（见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4年首次发布GB/T 31347-2014，2025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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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通信机房项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信机房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的边界划分和能耗统计范

围、基本要求、测量和验证方法、测量和验证方案。 

本标准适用于通信机房项目中实施的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的测量和验证及二氧化碳减

排量计算，不适用不间断供电系统（UPS）扩容项目。 

通信基站可以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 40879 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750-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通信机房 data centers 

由信息设备场地（机房）,其他基础设施、信息系统软硬件、信息资源（数据）和人员

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组成的实体，亦称为数据中心。 

[来源：GB/T 32910.1-2017，2.1，有修改] 

3.2 

信息设备信息流量 data traff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一定时间内信息设备所承载的出局数据吞吐量和入局数据吞吐量的总和。 

4. 项目边界划分和能耗统计范围 

4.1 项目边界划分 

通信机房节能改造项目边界不包括机房以外的办公区域和公用区域。 

4.1.1 耗电量测量点位置 

通信机房耗电量测量点位置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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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通信机房耗电量测量点示意图 

应采用测量仪器仪表对耗电量进行测量,通信机房耗电量测量点的设置应参照图1中各

测量点的位置要求。所安装测量仪器仪表的位置应便于对通信机房进行耗电量数据的采集和

管理,应便取通信机房电能比所需的数据。 

通信机房总耗电量的测量点应取电能输入变压器之前,即图1中的测量点1和测量点2电

能消耗之和。 

为通信机房信息设备服务的冷却系统、照明系统及监控系统等辅助建筑及配套设备应做

电能测量,其电能测量点应设置于配电系统中相应的各个回路。汇总表示为测量点3、测量点

4、测量点5,可用于分析各部分耗电情况。 

通信机房信息设备耗电量为各类信息设备用电量的总和,测量要求如下: 

a) 当列头柜无隔离变压器时,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耗电量的测量位置为不间断电源(例如

UPS、HVDC等)输出端供电回路,即图1中的测量点6或测量点7。 

b) 当列头柜带隔离变压器时,通信机房信息设备耗电量的测量位置应为列头柜输出端

供电回路,即图1中的测量点7。 

c) 当采用机柜风扇作为辅助降温时,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耗电量的测量位置应为信息设

备负载供电回路,即图1中的测量点8。 

4.2 能耗统计范围 

4.2.1 统计单元 

通信机房的建筑形态可以是一栋或几栋建筑物,也可以是一栋建筑物的一部分。测量和

验证的最小单元应采用独立配电、空气冷却、电动空调的通信机房建筑单体或模块单元。对

于几栋建筑物组成的通信机房,应按单体建筑,分开测量和验证。分期建设的通信机房至少应

按已建成可评价最小单元测量。 

4.2.2 统计范围 

统计范围为用于保障通信机房运行的所有电能消耗量,包括信息设备、空调制冷设备,以

及通信机房的其他所有辅助设施的耗电量,无论其来自市电、备用电源、可再生能源发电、

燃气发电及其他单位和设备所供应。 

4.2.3 统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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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测量仪器仪表对测算期内通信机房的信息设备、冷却系统、供配电系统和其他辅

助设施耗电量进行测量，优先选取具备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测量工具： 

a) 信息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数据计算处理设备:如服务器、工作站、小型主机、信息安全设备等; 

——数据交换处理设备:如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网络分析仪、负载均衡设备等; 

——数据存储处理设备:如磁盘存储阵列、光盘库存储设备、磁带存储设备等; 

——辅助电子设备:如网络管理系统、可视化显示和控制终端等安装在主机房内的电子

设备。 

b) 冷却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机房内所使用的末端空调设备:房间级、行级、机柜级、芯片级空调和机房温度湿

度调节设备等; 

——室外冷却系统:风冷、水冷、蒸发冷却空调设备和空调制冷输送设备等; 

——新风系统:新风机及送风、回风风机、风阀等。 

c) 供配电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变压器、配电柜、发电机、不间断电源(UPS或HVDC)、电池、机柜配电单元等设备。 

d) 其他辅助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照明设备、安防设备、灭火设备、防水设备、传感器、通信机房建筑的管理系统等。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节能改造后通信机房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5.1.2 基期和统计报告期应覆盖通信机房的典型用能周期应为1年。若不能连续监测1

年时，可按照GB 40879第6.3.2节特性工况法作为基期和统计报告期。 

5.1.3 当逐月确定节能量时，统计报告期与基期的月份应完全对应。 

5.2 节能改造要求 

5.2.1 通用要求 

a）机房节能改造应不影响设备寿命、系统安全及整个通信机房安全稳定运行。 

b）机房节能改造应采用各类节能设备、各子系统节能技术以及机房整体节能技术。 

c）机房宜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和自然冷源。 

5.2.2 通信机房能效要求 

节能改造后的通信机房年平均电能比PUE应不低于GB 40879中能效2级的要求。 

5.2.3 供配电系统要求 

a）供电电源系统应根据通信机房的等级进行配置。电力变压器应采用节能产品。 

b) 机房可采用240V/336V 高效直流供电系统，通过采用模块化技术，合理配置，适应

通信机房负载变化，可依据负荷情况随时扩容。 

c）机房可通过自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设施或通过绿色电力交易等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

利用水平。 

d）机房应采用信息化系统和数字化控制方式，动态调整供电系统和设备的工作模式，

如模块 休眠技术等，有效提升供电系统的整体能效。 



 

 

4 

e) 机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利用锂电池、储氢和飞轮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作为

通信机房多元化储能和备用电源装置。 

5.2.4 制冷系统要求 

a）空调和制冷设备的选用应符合运行可靠、经济适用、节能和环保要求，宜采用高效

节能的制冷设备，以及环保工质制冷设备; 

b）室外气候条件允许时，应充分利用自然冷源，宜选用氟泵双循环空调或智能新风系

统。 

c）空调系统可采用电制冷与自然冷却相结合的方式。结合环境气候条件，采用变频空

调变工况自然冷却或完全/部分自然冷却，也可以采用直接蒸发冷却或间接蒸发冷却等充分

利用自然冷源的技术； 

d) 通信机房空调系统的气流组织形式，应根据信息设备本身的冷却方式、设备布置方

式、设备散 热量、室内风速、防尘和建筑条件综合确定，并宜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对主机

房气流组织进行模拟和验证。 

e) 通信机房宜采用冷热通道隔离等其他气流组织优化措施； 

f）通信机房空调系统宜采用列间空调、背板空调、顶置空调等最接近主设备系统的制

冷方式，通过缩短送风距离、提升回风温度等进一步提升制冷系统能效； 

g）通信机房宜采用空调自适应调节方式即依据负荷发热量以及通信机房整体环境温湿

度等参数动态调节不同空调设备的工作状态的方法，提升空调系统整体能效。 

6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方法 

6.1 方法选取 

通信机房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方法可选用GB/T 28750中的“基期能耗－影

响因素”模型法或直接比较法，以及校验模拟法。对于可获得完整基期能耗、统计报告期

能耗及相关影响因素数据的节能改造项目，宜采用“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对于无

法获得完整基期能耗数据的项目，节能措施可关停且对系统正常运行无影响的节能改造项

目，可采用直接比较法；对于具备软硬件能力，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建筑能耗系统运

行的节能改造项目，可采用校验模拟法。 

6.2 “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 

6.2.1 能耗影响因素 

建立通信机房“基期能耗-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时应重点分析以下影响因素： 

a）机房内、外环境的温度； 

b) 机房内、外环境的相对湿度； 

c）通信设备信息流量； 

d）不间断供电系统（UPS）负载。 

6.2.2 “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 

应基于通信机房能耗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基期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以影响因

素为独立变量的 “基期能耗-影响因素”函数，见公式（1）。 

                ),,( 21 ib xxxf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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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b——通信机房基期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xi——基期影响因素的值,i=1,2, …, n,其中n为影响因素的个数；  

f ——基期能耗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 

应对所建立的通信机房“基期能耗－影响因素”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其显著性水

平（即Sig.）应小于等于0.05，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确定系数（即R2）应大于0.8。 

建立通信机房“基期能耗－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的数据组对应的时间段最小单位应为

日或月，数据组应不少于12个。 

6.2.3 校准能耗 

将统计报告期的测量数据带入建立的回归模型计算通信机房的校准能耗，见公式

（2）： 

                    mia AxxxfE  ),,( 21    …………………………………（2） 

aE ——通信机房校准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

i
x
——统计报告期影响因素的值； 

Am——校准能耗调整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6.2.4 校准能耗调整值 

校准能耗调整值Am的确定应符合GB/T 28750 的要求，并应得到各相关方的确认。 

注：Am通常为0。 

6.2.5 统计报告期能耗 

统计报告期能耗Er宜采用测量得到的能耗数据，数据获取方法可参考6.2.7的要求。 

6.2.6 节能量的计算 

通信机房的节能量按照公式（3）计算。 

                ars EEE 
              …………………………………（3） 

式中： 

sE
——通信机房的节能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rE ——通信机房统计报告期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示例见附录A。 

6.2.7 数据的收集和测量 

6.2.7.1 能耗数据的收集 

a）能耗数据可根据通信机房的能源统计数据、计量数据、在线监测数据等获得，也可

使用在检定有效期内的检测仪器测量获得。 

b）通信机房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 17167的有关规定； 

c）测试数据、在线监测数据、运行记录数据等数据应完整、真实。应校核通信机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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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系统设备台账、统计报表、原始记录等纸质材料新旧程度、笔迹、责任人签名、查阅生

产台账和购销发票以及其他细节。在线监测数据的校核可通过现场读取数据、查阅监测仪

器检定报告和使用说明书、现场检查仪器运行情况、分析监测仪器精度和合格性等方式进

行； 

d）通信基站效率测试应按有关规定进行； 

e）收集得到的数据应进行有效性验证。 

6.2.7.2 影响因素数据 

机房内温度、机房内相对湿度、通信设备信息流量、UPS负载等数据应通过测量方法获

取，测量方法见表1。 

机房外温度、机房外相对湿度可通过测量获得。 

表1 应记录的能耗影响因素 

参数名称 测量方法 

机房温度 通过温度传感器或温度计测量 

机房相对湿度 通过湿度传感器或湿度计测量 

通信设备信息流量 收集网管软件记录数据 

不间断供电系统（UPS）负载 收集 UPS记录数据 

 

基期和统计报告期内通信设备信息流量按照公式（4）进行计算： 

           𝐼 = 𝐷𝑇𝑖 + 𝐷𝑇𝑜         …………………………………（4） 

式中： 

I——通信设备信息流量，单位为万亿字节（TB）； 

𝐷𝑇𝑖——通信设备网络出口交换机入局吞吐量，单位为万亿字节（TB）； 

𝐷𝑇𝑜——通信设备网络出口交换机出局吞吐量，单位为万亿字节（TB）。 

6.2.7.3 仪器仪表精度 

测量仪器仪表的精度或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电能计量仪表:精度为 1级; 

——电流互感器:0.5 级; 

——功率表:0.5级; 

——电压互感器:0.5 级; 

——温度测量仪表:准确度为±0.5℃; 

——相对湿度测量仪表:准确度为±5%。 

6.3 直接比较法 

6.3.1 相似日比较法 

相似日比较法是典型的通信机房项目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直接比较方法。相似日比较法在

通信机房正常工作条件下，选取两个或多个测量日作为相似日，其中，一天或多天关闭节能

措施并以此状态下的机房能耗作为对应时间长度内的改造前通信机房能耗，另一天或多天开

启节能措施并以此状态下的机房能耗作为对应时间长度内的改造后通信机房能耗，通过比较

节能措施开启和关闭时的机房能耗变化从而测量和验证节能量。 

6.3.2 能耗主要影响因素的选取 

应参照 6.2.1 先列出所有影响通信机房项目能耗变化的影响因素，根据各影响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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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能耗影响的大小和方式，在相关各方共同认可的基础上，确定作为相似日选取依据的能

耗主要影响因素。 

6.3.3 相似日的选取 

应选择统计报告期内主要影响因素值最接近的运行日作为相似日。当无法找到满足条件

的相似日时，独立变量允许的偏差应由相关方共同认可。确定节能量时，每月应至少选取 2

个相似日进行比较。 

6.3.4 节能量计算 

相似日比较法节能量计算公式如下（5）、（6）和（7）： 

                          )
1

('

s

s

rs EE





   ………………………................. (5)          

                         brr SEE '
…………………………………………… (6) 

                      
%100




b

br

s
S

SS
 ……………………………………..…(7) 

式中： 

sE
——通信机房项目节能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

rE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的通信机房统计报告期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s ——节能率（%）； 

rE
——通信机房统计报告期能耗（含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各测试日的累计能耗），单

位为千瓦时（kWh）； 

bS
——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测试日的累计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rS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测试日的累计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其中， 

                          



k

i

ibb eS
1

'

, ……………….…………………………..
  （8） 

                          



k

i

irr eS
1

'

, ……………………………… ……………
 （9） 

式中： 
'

,ibe
——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测试日的逐日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i=1, …, 

k ，k为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测试日天数； 
'

,ire
——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测试日的逐日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i=1, …, 

k ，k为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测试日天数。 

直接比较法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示例见附录 B。 

6.3.5 数据收集和测量 

数据收集和测量参考 6.2.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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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校验模拟法 

应用数据自动化采集和分析工具，模拟建筑能耗系统运行的节能改造前后的能耗差异比

对，依托软硬件信息化工具进行节能量计算。 

7 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方法 

在计算获得通信机房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后，可按照公式（10）折算报告期内的项

目二氧化碳减排量。 

……………….…………………………..
  （10） 

式中： 

——报告期内，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单位为吨（t）； 

——电网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每兆瓦时[t/（MW·h）]。 

公式（10）中， 应符合 GB/T 33760 规定的排放因子要求，并说明排放因子来源

和依据。 

公式（10）适用于GB/T 33760 规定的通信机房节能改造项目采用改造前的生产技术作

为基准线情景的情况。 

8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方案及报告编制要求 

8.1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方案 

a）通信机房进行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时，应在节能措施实施前制定书面的测量和验证方

案，其内容应符合GB/T 28750 的要求； 

b）优先考虑采用校验模拟法的方式执行测量和验证方案，由软件直接输出不可篡改原

始记录的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报告； 

c）如采用“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应在测量和验证方案中记录相关数学模型

的拟合优度以及建立模型所采用的基础数据。 

    

8.2 报告编制要求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报告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a）项目方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地址、主要生产工艺、服务流程、主要产品与

产量（服务量）、 主要能源消耗等； 

b）项目基本情况：包括建设内容及立项（核准或备案）情况、项目的改造主体及重点

用能设备情 况、项目工艺介绍、工艺流程图、节能改造技术原理、主要设备/参数清单、

项目投资情况等；  

c）项目边界：包括项目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的时间边界、运行边界等； 

d） 项目边界内生产情况和能源消费情况：包括项目实施基期和统计报告期项目边界

内的产品产 量（服务量）信息、生产负荷情况、能源消费种类、各类能源消费量等； 

e）计量器具与能耗监测情况：包括项目边界内的计量器具配备情况、计量器具运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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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校准检 定情况等； 

f) 节能量计算过程与结果：包括节能量计算方法、相关参数的选取及依据、实际计量

数据的来源、 缺失数据的处理、交叉验证情况、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等；  

g) 在线验证情况。   

报告编制格式和具体要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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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示例 

A.1 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为北京某通信机房，为减少空调运营成本，对空调系统进行改造，改造后采用

精密空调进行精确送风。精确送风方式能实现定点、定量地输送冷风，使冷风能先冷却设

备，后冷却室内空气，从而提高机房内设备的散热降温效果。 

A.2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 

1）项目边界 

该项目边界区域总面积约258m2，包括IT设备、空调系统、照明安防等基础设施及UPS

配电系统。项目边界只包含机房所占区域，不含办公区域。 

2）基期和统计报告期 

项目基期为2022年1月1日到2022年12月31日，统计报告期为2023年1月1日到2023年12

月31日。 

3）测量和验证方法 

本项目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方法选取“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 

4）影响因素选取 

    本项目影响因素选取通信机房内、外环境的温度，通信机房内、外环境的相对湿

度及信息流量。 

5）数据的收集与测量 

    本项目记录的数据覆盖基期和统计报告期，分别包括通信机房月耗电量、机房内

外月平均温度差、月平均相对湿度差和信息流量。基期能耗和影响因素数据见表A.1。统计

报告期能耗和影响因素数据见表A.2。 

表 A.1 基期能耗和影响因素数据 

时间 
机房月耗电量

Eb（kWh） 

机房内外月平

均温度差

（℃） 

机房内外月平均相

对湿度差（%） 

信息流量

（TB) 

2022年 1月 55420.2 5.02 13.22 349.34 

2022年 2月 55443.3 4.16 13.54 352.21 

2022年 3月 55279.4 -0.47 11.92 328.12 

2022年 4月 54937.3 -3.99 11.58 309.21 

2022年 5月 54155.2 -11.78 8.86 285.45 

2022年 6月 53935.2 -17.53 9.04 277.89 

2022年 7月 54059.5 -18.87 9.11 290.23 

2022年 8月 54365.3 -18.2 10.01 320.31 

2022年 9月 54264.1 -12.69 9.98 302.72 

2022年 10

月 
54619.4 -9.41 12.37 323.56 

2022年 11

月 
54903.2 3.1 4.09 3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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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

月 
55463.1 1.06 14.91 361.92 

表 A.2 统计报告期能耗和影响因素数据 

时间 

机房月耗电

量 Er

（kWh） 

机房内外月平

均温度差

（℃） 

机房内外月平均

相对湿度差（%） 
信息流量（TB) 

2023年 1月 46213.2 7.29 3.43 351.76 

2023年 2月 46335.3 6.64 9.26 348.92 

2023年 3月 46070.2 -1.07 14.57 312.67 

2023年 4月 45300.2 -4.29 16.98 310.65 

2023年 5月 45147.3 -10.45 7.87 279.34 

2023年 6月 45399.2 -17.56 9.18 282.84 

2023年 7月 45453.1 -17.07 3.81 312.55 

2023年 8月 45422.3 -17.27 25.49 330.78 

2023年 9月 46113.1 -12.61 7.65 295.25 

2023年 10月 46213.2 -8.39 8.85 341.93 

2023年 11月 46357.3 2.98 1.89 338.56 

2023年 12月 46223.1 0.48 15.31 370.26 

总计 550247.5 / / / 

 

A.3 回归模型建立 

根据以上基期数据（表 A.1），建立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318.24935161.6853.8438.129x 321  xxEb
……………….A.1 

式中： 

Eb——基期月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x1——基期机房内外月平均温度差，单位为摄氏度（℃）； 

x2——基期机房内外月平均相对湿度差，单位为百分比（%）; 

x3——基期机房信息流量，单位为 TB。 

    该回归模型显著水平为 Sig.=0.00<0.05，拟合优度 R2=0.971，符合标准要求。 

A.4 校准能耗计算 

将统计报告期月影响因素数据（表 A.2）带入公式 A.1，计算得月校准能耗。计算结果

如下表 A.3： 

表 A.3 通信机房月校准能耗 

时间 校准能耗 Ea（kWh） 

2023年 1月 55106.04 

2023年 2月 55348.57 

2023年 3月 55090.67 

2023年 4月 55073.18 

2023年 5月 54200.36 

2023年 6月 540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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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53954.21 

2023年 8月 55118.03 

2023年 9月 54205.27 

2023年 10月 54712.40 

2023年 11月 54785.14 

2023年 12月 55540.73 

总计 657149.41 

 

A.5 节能量计算 

根据统计报告期机房能耗数据（表 A.2）和校准能耗数据（表 A.3），带入公式（3）计

算得出通信机房节能量（Es）为 106901.91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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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直接比较法示例 

B.1 项目基本情况 

上海某通信机房采用新风系统节能改造。由于上海一年中接近有 1/2 的时间室外温度

低于 20℃，在这样季节中，对通信机房引入室外新风，将室外新风送入空调送风管中，通过

新风本身的初效过滤，由湿膜加湿器加湿后经中效过滤段后，直接将冷空气送到送风器中。

通过停止精密空调机组，只开启新风机组即可满足机房的送风制冷要求，降低机房能耗。 

B.2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 

1）项目边界 

该项目边界包括 IT 设备；空调系统；配电系统；其它基础设施，包括传输线路、照明

设备和安防设备等。 

2）能耗主要影响因素选取 

根据分析，该通信机房用电量主要受室内外天气参数及 UPS负载，因此确定本项目的主

要能耗影响因素为室内外温度和相对湿度及 UPS 负载。经相关方协商设定的相似日影响因

素最大允许偏差均为±5%。 

3）测量和验通信机房证方法 

该通信机房改造前无新风系统，改造后通信机房安装了新风系统，新风系统可以关闭且

不影响的正常运行，采用直接比较法进行节能量测量和验证。 

B.3 节能量的计算 

选取 2010年 3月确定节能量，在该月选取 2天按照节能措施关闭工况（新风系统关闭）

运行，然后在最大允许偏差范围内选取 2 天按照节能措施开启工况（新风系统开启）运行，

经测量上述 2相似日内能耗及主要影响因素值如表 B.1和 B.2所示。 

表 B.1  相似日 1机房能耗及主要影响因素对比 

工况 
日用电量

(kWh) 

日均室外

温度(°C) 

日均室外相

对湿度(%) 

日均室内

温度(°C) 

日均室内相

对湿度(%) 

UPS日负载

（kWh） 

节能

措施

关闭 

15492 15.42 48.31 24.23 43.35 10603 

节能

措施

开启 

13387 15.50 47.73 24.85 42.88 10712 

参数偏差 0.52% -1.2% 2.56% -1.08% 1.03% 

表 B.2  相似日 2机房能耗及主要影响因素对比 

工况 
日用电量

(kWh) 

日均室外

温度(°C) 

日均室外相

对湿度(%) 

日均室内

温度(°C) 

日均室内相

对湿度(%) 

UPS日负载

（kWh） 

节能 15223 14.23 36.15 23.12 42.04 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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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关闭 

节能

措施

开启 

12935 13.88 37.67 22.16 41.82 10512 

参数偏差 -2.46% 4.20% -4.15% -0.52% 0.85% 

 

根据上述数据，按照本标准公式（8）计算节能措施关闭状态下测试日累计能耗： 

kWheeeS b

k

i
bibb  307151522315492'

2,
1

'
1,

'
,  


 

按照本标准公式（9）计算节能措施开启状态下测试日累计能耗： 

kWheeeS r

k

i
rirr 263221293513387'

2,
1

'
1,

'
,  


 

将上述 Sb和 Sr的计算结果带入本标准公式（7）计算得到节能率： 

%30.14%100
30715

3071526322
%100 







b

br
s

S

SS
  

该项目 2022年 3月总用电量 Er为 412553 kWh，按照本标准公式（6）计算节能措施开

启状态下的通信机房统计报告期能耗： 

kWhSEE brr 38183830715412553'   

将上述计算结果带入本标准公式（5）计算得到项目节能量： 

kWhEE
s

s
rs 63714)

%30.141

%30.14
(38183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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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报告编制要求 

 

 C.1 报告文本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报告文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并按如下顺序装订成册： 

a) 封面；  

b) 扉页；  

c) 目录；  

d) 正文； 

e) 附件。 

C.2 报告正文 

C.2.1 项目概述  

C.2.1.1 项目基本情况  

通信机房节能改造项目基本情况可包含以下内容：  

a) 项目实施地点、项目节能目的、预期效果等；  

b) 项目方基本介绍；  

c) 相关节能技术介绍；  

d) 其他与项目相关的介绍。  

C.2.1.2 项目改造情况  

C.2.1.2.1 项目改造方案及内容  

项目改造方案及内容可包含以下内容： 

a)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及方案；  

b) 项目方与节能服务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的相关内容；  

c) 项目方与施工方签订的合同中的相关内容。  

C.2.1.2.2 项目实际改造情况  

项目实际改造情况可包含以下内容：  

a) 项目实际改造内容；  

b) 实际改造内容与改造方案的差别；  

c) 项目改造完成后，各设备的运行、管理情况；  

d) 其他与实际改造情况相关的描述。  



 

 

16 

C.2.2 项目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安排及过程  

测量和验证机构对节能量测量和验证过程进行具体的时间安排及人员安排，并制定详

细的计划。计划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测量和验证过程的具体流程；  

b) 各流程的具体时间安排；  

c) 各流程中包含的具体工作；  

d) 过程中的人员安排；  

e) 其他需要注意的内容。  

C.2.3 项目边界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机构根据项目改造的内容、现场测量和验证的情况明确基期边界及

统计报告期边界。项目边界的确定可依据以下文件：  

a) 项目简介；  

b) 项目能耗统计表、记录表；  

c)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d) 项目申报书；  

e) 项目施工批复；  

f) 项目改造合同；  

g) 工艺流程图；  

h) 其他可确定项目边界的文件。  

C.2.5 项目基期和统计报告期能耗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机构在明确项目基期和统计报告期边界之后，可通过文件审核、现

场测试、实验室测试、数据 监测等方式，确定以下各项数据：  

a) 基期和统计报告期能耗；  

b) 项目边界内所有能源种类的各项能耗数值； 

c) 基期和统计报告期能耗影响因素；  

d) 基期和统计报告期计量器具的配备情况。 

其中，基期和统计报告期能耗的审核可依据以下相关数据：  

a) 现场测试、实验室测试及数据监测结果；  

b)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c) 能源统计台账；  

d) 交费单据；  

e) 能源购买合同；  

f) 相关数据记录表（如：通信机房每日耗电量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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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设备及计量器具校验证书；  

h) 能源审计报告；  

i) 碳排放核查报告；  

j) 政府发布的文件；  

k）其他可进行能耗数据、相关参数交叉核对的文件。  

C.2.6 项目节能量计算结果 

项目节能量计算结果包含以下内容：  

a) 基期数据；  

b) 统计报告期数据；  

c) 节能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C.2.7 项目节能量验证 

如进行在线验证，附上在线验证结果截图并说明差异原因。  

C.2.8 参考资料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写。 

C.2.9 报告附件  

相关附件为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机构还原过程、展示原始测量结果所用。相关附件包含

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a） 原始资料：包含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的数据原始记录，包括相关发票等证明文件、

能源台账等，还包括影响能耗的相关参数的统计记录；  

b） 现场收集资料：包含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现场审核的基本情况。如设备设施改造情

况、计量器具情况投资投入情况等相关的其他资料，可通过照片、截屏等形式留存； 

c） 现场测试、实验室测试、数据监测结果：至少包含测试内容、测试仪器、测试时

间、测试地点、测试结果等内容；  

d） 节能量计算过程及结果：至少包括节能量计算方法简介、基期能耗数据校准过程、

统计报告期 能耗修正过程、节能量计算过程、节能量在线验证结果截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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