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科技日报》）

探 索14 编辑：彭坚林 电子邮箱：395707449@qq.com 版式：陈龙海 科技报
QIAOXIANG SCI.&TECH.

Http://cnepaper.com/qxkjb 2024年1月4日

“这个项目技术上的难点是如何将通信行业的传统技术与海洋工程的前

沿技术相结合。一期工程把不相及的两种行业技术结合起来，已经实现从0向

1的迈进。”近日，海底数据中心海南示范开发项目总经理蒲定告诉记者。

蒲定所说的一期工程是海底数据中心海南示范开发项目一期示范工程。

日前，在海南陵水的深蓝海面上，重达1300吨的海底数据中心核心装备——

海底数据舱，在大型海上吊装船的投放作业下，徐徐下沉。经过3个多小时，海

底数据舱到达海底35米深的预定位置，与底座对接成功，并完成调试。全球

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海底数据中心海南示范开发项目一期，宣告竣工。

海底数据中心以海洋作为自然

冷源，具有省电、省水、省地、高安

全、高可靠等独特优势，是未来数字

经济发展新模式和新业态关注的热

点。

蒲定认为，通过海洋基础设施

的综合设计开发，海底数据中心可

以与海上新能源、海洋监测、海洋牧

场等结合，促进海洋资源的集约利

用与基础设施的立体开发，助力数

字经济与海洋经济协同发展。

海底数据中心的探索最早开始

于美国微软公司在 2015 年启动的

“纳迪克”项目。经过 3 次海试和回

收，微软实践证明，服务器在海底、

密闭惰性气体环境中工作，可靠性

是陆地机房的8倍。

我国进行海底数据中心研发的

首家企业是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信”）。

2020 年 11 月，海兰信在珠海完成了

第一次小试样机测试，测试结果显

示，单舱能耗 PUE（数据中心能源使

用效率指标）值仅为 1.076。在测试

海域温度远高于微软项目的情况

下，达到了同等技术指标。2021 年

5~8月，海兰信联合海南电信在海南

澄迈海域进行第二次测试，实验结

果证明，数据舱内运行的 IT 服务器

网络效能属于互联网数据中心最高

级别，可以承载对延时性、互通量要

求最高的业务。

“海南项目团队在消化吸收国

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技

术创新，不仅填补了我国在海洋工

程与数据中心新基建融合发展领域

的空白，而且整体技术水平与产业

化能力处于国际前列。”李家文说。

以散热技术为例，海底数据中

心海南示范开发项目整个散热设计

无动力驱动，将热管原理应用在水

下数据舱，利用管路的高度差创造

重力条件，靠舱内设备导致的温升

和海水之间的温差驱动冷媒循环散

热。冷媒把舱内的高温带出来通过

冷凝器和海水进行热交换。

李家文告诉记者，相比于现有

技术中的冷却系统，这个技术方案

不需要设置动力泵和冷却塔等装

置，节省了制造与维护成本，实现了

低能耗制冷。

“可以说，国内技术与国际技术

在这一领域各有所长，该海底数据

舱未来有望突破技术封锁，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李家文说。

（王祝华）

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

海南海底数据中心项目是由海

南省国资委牵头引进，落地陵水的海

洋新基建类项目。

“数据中心用于存储、计算和信

息处理，是互联网服务的‘基座’。海

底数据中心是一种绿色低碳的新型

数据中心系统，其将服务器等IT基础

设施安放在海底的压力容器中，采用

重力热管技术，通过海水的流动对数

据中心设备进行自然冷却，具有绿色

低碳、安全可靠、降本增效等优势。”

蒲定介绍。

2022年12月，该项目的首批两个

数据舱，也是全球首批商用海底数据

舱，其搭载了海南省国资云业务、媒

体存储、CDN业务等系统一同入海。

记者从该项目技术方海兰云公

司（以下简称“海兰云”）与首舱客户

中国电信集团海南分公司、中国信通

院于 2023 年 7 月联合发布的半年度

运营报告看到：自海底数据中心启用

以来，运行良好，各项指标平稳，供配

电、暖通、弱电等系统工作正常，为 IT

系统提供了稳定的电力和运行环境

——服务器零故障，现场零运维。

而此次下沉的海底数据舱，将和

2022 年底投放的数据舱“并肩作战”，

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海底数据舱组

合。“它们不仅能够存储数据，更是一

个海底的‘超级计算机’，满舱智能计

算设备，可在 30 秒内处理超过 400 万

张高清照片，相当于 6 万台传统电脑

同时在线工作。下一步，项目将上

电、联调，让海底专属云稳定运行。”

海兰云副总裁李家文说。

海南海底数据中心海南示范开

发项目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示

范开发项目布放海底数据舱共 3 套，

第二期规模化开发将完成 30 套数据

舱的建设，第三期计划完成 100 套数

据舱的建设。

蒲定表示：“根据测算，项目全部

建设完成后，相较于同等规模的陆地

传统数据中心，每年能节省用电 1.22

亿千瓦时、节省建设用地面积 6.8 万

平方米、节省淡水10.5万吨。”

计划建设100套海底数据舱

数据中心下海 绿色算力加速

海底数据舱在海南陵水海面徐徐下沉海底数据舱在海南陵水海面徐徐下沉。（。（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百度图片百度图片））

商用海底数据中心下水商用海底数据中心下水。（。（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央视网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