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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计算机机房在承担高校日常计算机教学、各类型社会化考试

机考等工作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是高校中单位能耗较

高的场所之一，随着绿色校园、节能减排等要求的不断深入，

降低机房能耗、提高机房能源增效和机房运行的智能化与稳定

性，对节能降耗与绿色校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计算机机房的能耗主要是电力能耗，由IT 设备（服务器、

教师机、学生机等）、制冷系统、照明系统、监控系统、投

影系统等组成，目前计算机机房的能耗管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学生甚至教师节能意识淡薄。如离开机房时不关

空调等耗电设备；有闲置未使用的计算机时，未能及时关闭。

（2）能耗设备智能化程度低。如耗电设备不会根据光线、

温度等环境变化进行多种控制模式的调节，也不会根据环境的变

化按时段、按需求和按人数等进行自动调整。

（3）能耗管控平台技术水平不高。在平台的设计中较少把

能耗信息与机房现场实际信息相关联，且数据可视化程度不高，

真正对能耗的预测与监控技术应用较少，无法实现节能、低

耗、安全和管控等目的。

以上这些问题导致国内计算机机房普遍存在不小的能耗浪费

现象。高校计算机机房能耗问题是校园建筑能耗问题的重点问题

之一，目前已有多种技术应用于校园建筑能耗管理，诸如图像

识别技术、物联网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由于计算机机房能

耗设备较多元化，目前没有一个较统一有效的智能管控办法，本

文结合现有一些能耗智能管理技术提出一种基于多种技术融合的

节能管控系统，具体如下：

1  能耗设备及智能管理技术

高校计算机机房能耗占比主要由计算机（教师机及学生

机）、照明系统、制冷系统组成。针对这三类设备其感知要求、感

知技术及控制技术有一定的差异，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关联及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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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感知要求上，某几台计算机无人使用，则相关区域照明亮

度可适当降低，机房总人数较少，空调温度阈值可适当放宽，

这些都会降低机房的能耗并，在感知技术上，计算机和照明系

统都可采用图像识别技术、照明系统和制冷系统也都采用传感器

技术，在控制技术方面，照明系统和制冷系统都可以采用IoT技

术等等。

2  多技术融合

多技术融合分为三个层次：数据融合，特征融合，决策融

合。结合能耗设备及智能管理技术分析，在不同的层次上可做

以下融合：

数据融合：数据融合属于一种属性融合，它产生比单一信

息源更可靠、更精确、更完全的估计和判断。本系统可在机房

不同位置布置多个传感器，同类型的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

数据进行融合，这样测量的数据更全面、更可靠。

特征融合：特征融合是从不同感知单元获取的信息中提取目

标特征，然后通过融合算法获取融合目标特征量。针对区域人

口密度特征，可对计算机、照明等不同的感知单元进行融合。

决策融合：决策层融合通过不同类型的感知技术观测同一个

目标，通过关联处理进行决策层融合判决，最终获得联合推断

结果。

3  节能管控系统架构

终端设备层包括计算机（含教师机和学生机）、照明系

统、制冷系统等，具有一定改变环境能力，位于架构的最底层，他

不仅是能耗产生的基本单位，也是实现降能增效的最终承担者；

感知/ 控制层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感知部门，另一个是

控制部分。其中感知层以感知为主，是节能管控系统的神经末梢，

能耗单元 能耗占比 感知要求 感知技术 控制技术

计算机 约80%
当前是否有人

使用
计算机通信、
图像识别

计算机通信

照明系统 约10%
不同区域，亮
度是否适宜

图像识别、光
线传感器

IoT、开关量
、模拟量

制冷系统 约9%
不同人口密

度，温湿度度
是否适宜

温度传感器
IoT、红外控

制

其他（监控、
投影等其他）

约1% —— —— ——

表1       能耗单元智能管理技术分析

图1       节能管控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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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发数据挖掘技术，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寻找自己需要的数

据，而且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信息处理和搜索费用，降低企业的

搜索费用。

4.3积极发展现代智能算法

现代智能算法，是利用自然世界的种种自然现象，或动物的

种种自然存在特征，研发的智能算法，通过模拟生物生存的机理，

将生物生存的方法应用于智能算法中，通过编程方法，使生物生

存的方法更加有效，从而使各种信息资料能够高效地处理，从而

使生物生存的方法更加有效。达到理想效果现代计算机智能算法

在早期智能算法中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常用计算机智能算法有

遗传算法，蚁群算法，模拟退火算法，模拟植物生长算法，粒子

群算法，种子群算法，以及邻域搜索等。现代智能算法弥补了传

统的计算机算法的缺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提高

信息处理能力，提高信息的处理效率，从而获得理想的信息处理

结果。

4.4积极发展防火墙技术

现阶段，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

大数据市场，随着网络普及，网络信息安全需要进一步提高，面

对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病毒和各种恶意的网络攻击，现代企业如何

保护其自身的数据库安全，抵御电脑病毒和各种恶意的网络攻击，

以及应对各种恶意的网络攻击。显得更加重要，面对这一局面，积

极开发防火墙技术是必不可行的。通过建立防火墙，所有进入或

出出的信息都通过防火墙进行，通过此方式，保证公司的网站安

全。因此，这种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得到了大力的推广。

4.5积极发展计算机存储技术

从信息处理技术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信息储存技术的发展

远不能追上数据的扩展。因此，积极开发计算机存储技术，不

断扩大数据存储器内存的容量，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能够

高质量地存储有关数据的信息，企业大数据的发展道路将会更

好 。

4.6引进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专业人才

缺乏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专业人员，等于缺乏计算机信息

处理的核心技术，一个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不能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脱颖出来，因此，培养和引进专业人员是必要的。引进专

业人才，不仅可以使企业拥有核心技术，而且从长期来看，引进

专业人才，还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5  结语

随着大数据的到来，企业提出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更高的

需求，本文先介绍大数据概念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概念，然

后提出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和缺陷，最后就这些问题与缺陷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能够

为企业提供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应用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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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能耗单元运行信息及外部环境信息的获取，包括各种摄

像头、传感单元、计算机使用运行情况等；控制层负责网络层

下行命令的同步执行，比如调整某一照明灯的亮度或空调温度

等。感知/控制层可整合现有系统来实现，比如计算机教学控制

系统，可感知某台学生机的是否有人使用，也可以关闭指定的学

生机等。

网络通信层负责将感知层感知的数据及时上传至决策应用

层，同时也将决策应用层的控制指令及时下达至控制层，可以

在机房现有的互联网和通信网络基础上建立，负责感知数据的长

距离传输。本文中网络层主要利用机房本地WiFi 实现感知网和

通信网的结合，实现数据的实时性上传。

决策应用层是节能管控系统的最上层，也是整个系统的大

脑，通过对实时数据和历史信息的挖掘、计算、分析、整合，

最终实现自主学习、智能控制、故障预测。

4  结束语

建设绿色校园、节约型校园是大势所趋，计算机机房作为

高校一个重要耗能节点，能源增效方面尤为重要。运用多种技

术融合进行能源监控与管理将是今后机房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有助于实现真正的节能、高效、安全、低耗等目标。

参考文献：

[1]朱静宜,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校园建筑能耗智慧监控平台

设计[J].物联网技术,DIO:10.16667/j.issn.2095-1302.2020.

08.010.

[2]娄德燕,尹爱兵,金若愚.基于图像识别的教室照明节能控

制系统[J].科技视界,2020(19).

[3]邱平,胡伦.物联网对高校机房能源增效作用研究[J].中国

教育技术装备,2019,4(08).

[4] 鋆范 ,何明胜.电教多媒体设备的节能电源设计与实现[J].

现代电子技术,doi:10.16652/j.issn.1004?373x.2017.16.052.

[5]王宏,何海涛等.AIoT技术在绿色智能建筑楼宇自控系统

中的最新发展和应用探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20.

[6]闻明,师涛,崔永明.基于NB-IoT的机房监控系统设计与

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DOI：10.16660/j.cnki.1674-098X.2020.

15.159.

[7]丁承君,刘强等.基于物联网和边缘计算的高校机房在线监

测[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8,54(21).

作者信息：

汪永成（1984.6-），男，汉族，安徽人，硕士研究生，安

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研究方向：多模态技术融合。

（上接 1 6 8 页）

--------------------------------------------------------------------------------------------------------------------


	正文_168.pdf
	正文_17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