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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中心系统工程及应用》围绕数据中心运营和应用实践，以全新的视角，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数
据中心运营管理方面的内容。
全书分为10章，主要包括数据中心的质量安全管理、运行维护、网络技术、绿色节能、建设布局、虚
拟化技术、应用产品设计等。
 
《数据中心系统工程及应用》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技术性内容均贴近数据中心
生产运营的实际情况，适合数据中心运营企业、电信运营商、通信和IT设备制造企业、行业组织与技
术标准机构的业务、技术、维护、研究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参考教材和行业培
训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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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无功补偿优化设计 （1）提高自然功率因数，即减少用电设备不合理消耗的无功
电力。
这是一项不花钱的措施，应当首先采用。
数据中心机房主要的用电设备包括UPS、机房专用空调、冷水机组、开关电源、照明灯具等，这些用
电设备所需的无功功率在电网中传送，会产生额外的有功损耗。
实现同一功能，不同设备的自然功率因数可能相差较大。
异步电机在轻载时的功率因数较低，因此，应根据负荷情况合理选配设备，使之匹配得当，防止大马
拉小车；从运行角度，应减少或限制设备的轻载或空载运行时间，降低无功消耗。
如果设备的自然功率因数较低，即使在总配电室做了无功补偿，也仅能减少变压器及上级电缆的损耗
，不能减少从配电室到设备间电缆的损耗。
因此，应从设备选型、负荷匹配等角度，提高系统的自然功率因数。
 （2）并联电容器装置配置的基本原则，就是能够对用电设备直接进行补偿，不仅经济，更主要的是
能够降低线路损失，节约能源，提高电压质量。
电容器是容性负载，而用电设备多数是感性负载，当容抗XC与XL相等时，将会发生谐振。
如果电容器容量配置不当时，将会发生谐振。
当发生串联谐振时将会产生高出电网额定电压数倍的过电压，对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造成很大的危害
。
当发生并联谐振时，在电感性和电容性设备中会流过很大的电流，因此会造成电路的熔丝熔断或烧毁
电气设备等事故。
所以，规定电容器容量的配置以不发生谐振为原则。
 （3）在电力设备中，受电网高次谐波影响最大的是并联电容器，这是因为电容器容抗值与电压频率
成反比。
在高次谐波电压作用下，因电容器n次谐波容抗是基波容抗值的几分之一，即使谐波电压值不很高，
也可产生显著的谐波电流，造成电容器过电流。
但更多的情况是投入的电容器容抗与系统阻抗或负荷阻抗产生高次谐振，放大了高次谐波，使电容器
承担超过规定值的高次谐波电流，加速了电容器损坏。
消除谐振的根本办法是在电容器回路中串入电抗器，使电容器和电抗器串联回路对电网中含量较高的
谐波而言成为感性回路而不是容性回路，以消除产生谐波振荡的可能性。
 （4）无功补偿系统分组越多，相应的熔断器、接触器等配套元件也越多；串联电抗器后的无功补偿
系统，分组容量越小，单位容量电抗器上的损耗就越大。
为了节约设备、方便操作、降低损耗，宜减少分组，加大分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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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由中国联通IDC运营中心团队编写，具有权威性。
2，内容实用，真正反映了业界的实际应用和需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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