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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13年初，中国联通战略性地提出了本地基础网

络架构布局规划，旨在分层分区的建设基础传输网

络，提升网络的健壮性、稳定性，其总体思路可简单概

括为“划分汇聚区、综合业务接入区，以稳定的汇聚节

点、综合业务接入点为基础，建设垂直分层、水平分区

的面向综合业务的基础光缆网”。本地基础网络架构

是中国联通在基础网络建设上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

中国联通各项业务健康发展的基石。

通过 2014—2016 3年的建设，全国新增汇聚机房

数量超过 1 300个，建成率、自有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多数省分基础架构节点实现了稳定，但仍有部分省分

汇聚机房缺口较大，离目标网仍有一定差距。本文通

过分析近3年建设的汇聚机房，总结机房建设经验，分

析机房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汇聚机房建设

建议，为基础架构推进较慢的省分提供机房建设参

考。

1 基础网络架构对汇聚机房的建设要求

汇聚机房是本地网内各类业务汇聚设备所在机

房，包括传输汇聚节点、PSTN端局、IP网汇聚节点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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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汇聚机房是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的关键节点，是影响本地网网络稳定、业务安全最

重要的因素。首先提出了基础网络架构对汇聚机房的建设要求，然后分析了各

地市汇聚机房建设方式、常见的汇聚机房类型和造价，并对各种类型汇聚机房在

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总结了各种类型机房的优缺点，

最后提出了汇聚机房选址建设的建议，为各本地网汇聚机房建设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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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控制层（BRAS/SR）等设备。

汇聚机房应按全业务的发展需要统筹规划，汇聚

节点应合理布局，分期建设。汇聚节点位置的选择应

根据城市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并结合汇聚区进行选

择；一个汇聚区内，当机房在稳定性、面积、供电、安

全、出局管道容量等条件较好时，可设置一个汇聚机

房；机房条件较差时可设置两个汇聚机房互为分担。

汇聚节点机房应为自有产权或有长期租约（不少于15
年）。

汇聚机房面积需求测算应综合考虑所在汇聚区

业务量、接入主干组网模式、设备组网模式对机房装

机面积的影响，充分考虑空间预留（预留面积应考虑

中远期扩容所需面积和设备更替所需面积），以满足

长期发展需求。新建汇聚机房使用面积建议不小于

60 m2、建筑面积不小于75 m2计算（对应得房率80%），

蓄电池组不小于 2组 800 Ah，开关电源满配容量不小

于600 A，外市电引入功率不小于70 kVA。考虑5G承

载及DC部署需求，省会城市新建汇聚机房条件可适

当放大，密集城区新建汇聚机房面积可提高至100 m2。

2 汇聚机房类型及造价分析

中国联通 2016年启动本地传输网络评测工作，

2017年在全国 31个省内全面铺开。本文选取了建设

规模较大的 19个省，对其新增的 1 029个汇聚机房的

建设方式及机房类型的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

2.1 汇聚机房建设方式及机房类型

新增汇聚机房的建设方式中，约 81%的机房采取

购置方式、13%的机房采取自建方式；新增机房中，自

有产权比例达到94%，各本地网新增汇聚机房建设方

式基本合理。

新增汇聚机房类型主要有住宅小区、临街商铺、

办公楼、背街商铺、地下室、写字楼等几种，其中以住

宅小区和临街商铺两种类型机房较多。

2.2 汇聚机房造价分析

不同城市汇聚机房建设造价差异较大，其中省会

级城市建设成本较一般本地网高出较多；同时近几年

各地房价上涨较多，汇聚机房购买成本也逐年增加。

因此，各本地网汇聚机房目标规划完成后，应加快汇

聚机房建设，避免购置成本增加过多。

不同类型的机房，其建设造价也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对采用购置方式建设的800多个汇聚机房的购置

成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临街商铺类机房购置成本

最高，住宅小区类机房购置成本最低，两者相差 1倍

多，如图1所示。

3 各种类型机房的建设问题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常见汇聚机房类型主要有住宅小

区、临街商铺、背街商铺、办公楼、写字楼、地下室等，

本文对各类机房选取过程中的优劣势进行梳理分析。

3.1 住宅小区

住宅小区类机房的主要优势为价格低，并且一般

周边人口密集、业务发展好，选取该类机房可以方便

辐射周边业务，因此各本地网选取该类机房数量也最

多，但住宅小区类机房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最

多。

a）扰民问题。由于机房的噪声较大，同时楼内其

他业主对辐射的担心，选取住宅小区作为汇聚机房较

容易产生业主纠纷、小区用户抵触，对后期使用可能

产生不良影响，存在光缆敷设进局困难、新增设备搬

入机房困难等问题，甚至出现汇聚机房无法使用的问

题。在住宅区选取机房时，建议加强噪声处理，如进

行吊顶隔音处理，同时做好机房隐蔽工作，可选取小

区边缘、靠近小区围墙、小区公共场所或小区附属设

施所在地等位置，尽量避免选择在居民楼里。

b）过户及物业问题。对于新建住宅楼，开发商交

房慢，机房两证办理一般时间较长，影响机房建设进

度。对于二手房，业主一般不愿意开具增值税发票，

同时过户手续繁琐；由于购置汇聚机房内部审批流程

较长、谈判过程复杂，若同期内房价涨幅较大，业主可

能反悔或要求补偿等问题。

c）进出局光缆管道路由问题。对于成熟的小区，

很难新建管道入局，光缆布放路由选择较难，尤其是

双路由出局就更加困难。另外槽道进房间一般只有

一个方向，存在机房引上光缆单路由隐患问题。因此

建议选择在小区围墙附近、光缆等路由好引入的区

域，同时选取底层的位置，便于管道接入和日常维护。

d）机房引电问题。机房引电一直是汇聚机房建

图1 汇聚机房建设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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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过程中的难题，对住宅小区机房尤其困难。很多小

区外市电管理未交给供电局，很难新报装变压器，只

能共用小区变压器，采用小区物业用电，这也给使用

带来了较多问题：无法直供电、只能转供电、电费单价

高；且只有一路市电引入，市电不稳定，断电次数多；

市电只能引入 220 V电源，380 V三相外电引入困难；

市电容量不足时，难以扩容。同时对于住宅小区，发

电也不方便，存在居民小区抵制发电，特别是晚上，无

法安装油机等。

e）机房承重问题。机房承重改造涉及到在原有

承重墙上施工，改变房屋结构，容易遭受物业阻拦，同

时承重钢梁需打入墙体内 但住宅小区墙体较薄 会存

在打到隔壁邻居家的情况。因此选择住宅小区时，应

选用一楼、无地下室，无需考虑承重问题。

f）机房使用效率问题。由于为住宅小区，户型不

便于机房整体规划布局，实际机房可用面积受户型影

响较大，存在机房卫生间、厨房空间浪费问题。

g）法律风险。由于住宅小区房子使用性质为住

宅，而汇聚机房为商用，若被用户告发，面临一定的法

律风险。

3.2 临街商铺

选取临街商铺作为汇聚机房是本地网内较好的

选择，但相对来说其价格昂贵，建设成本较高。其主

要优点如下。

a）扰民问题相对较少。相比于住宅小区，临街商

铺一般纠纷少、周边居民投诉问题较少，发电方便不

受居民阻扰，空调室外机不扰民，后期机房光缆及装

修施工不易受周边居民/业主阻挠，同时进出方便、协

调问题少。

b）进出局光缆路由选择方便。临街商铺一般靠

近城区主干道路，管道进出方便，进出局光缆路由条

件丰富，传输接入方便，便于维护。

c）可与营业厅统一建设。可选择上下 2层，楼上

用于汇聚机房，楼下用于营业厅使用及蓄电池安装，

尽可能降低建设成本；一层的商铺进深较深的，可临

街区域作为营业厅，后面区域作为机房。

d）机房使用效率高。多数临街商铺户型开阔，便

于走线架及设备摆放，空间可完全利用，用作汇聚机

房非常合适。

e）临街商铺房屋使用性质为商用，可避免相关法

律风险。临街商铺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引电问题、过户

问题，若外市电仍由小区或物业管理，外市电引入面

临与住宅小区类似的问题。过户问题中，相比于住宅

小区，临街商铺价格变动一般较小，因此因涨价要求

赔偿或过户难等问题相对较少。建设过程中还应注

意其他商户引起的水、电灾害隐患等；同时若楼上为

住宅楼，需注意楼上渗水的可能性。

3.3 办公楼

办公楼也是常用汇聚机房类型，其建设成本与临

街商铺较为接近，其优点与临街商铺较为接近，主要

如下：

a）用户纠纷少，出入不受业主影响，方便后期维

护。

b）可与营业厅进行统筹考虑，或与办公区合设，

降低建设成本，同时便于故障处理及日常。

c）离主干道路管道近，光缆进出局方便，业务接

入便利。

d）办公楼房屋层高比普通楼房高、利于设备散

热，适合用于通信机房；且房屋利用率高。

与住宅小区、临街商铺类似，办公楼汇聚机房建

设过程中也经常遇到引电问题。

3.4 背街商铺

选取背街商铺用于汇聚机房，其优点与临街商铺

基本类似，主要包括扰民问题少、进出路由选择便利、

维护方便、机房结构合理使用效率高、无法律风险等，

但其价格较临街商铺减少较多，建设成本更低。机房

引电问题与临街商铺类似。

3.5 地下室

通过梳理分析，存在少数本地网选取地下室作为

汇聚机房，其建设成本较低，基本与住宅小区相当。

其优点主要如下：

a）小区地下室，对居民无影响，协调问题较少，方

便进出，便于施工、后期维护等。

b）直接与开发商进行交易，过户问题相对较少。

c）位于地下室，无需考虑机房承重问题。

但在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机房引电问题，另外还存

在以下突出问题：

a）地下室防水、防潮较差，防水问题较突出。

b）机房进出局双路由建设困难。

需注意，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易淹没地区不

宜在地下选择机房。

3.6 写字楼

写字楼建设成本与办公楼、临街商铺基本相当，

与临街商铺类似，一般地理位置好，不存在用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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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空调室外机不扰民，管线接入便利，进出维护方

便。选取写字楼作为汇聚机房时，还存在如下突出特

点。

a）周边业务集中、业务需求较多，潜在大客户需

求较多，发展潜力大。

b）机房公摊较大，大多数业务只租不卖。

c）一般楼层较高，不利于抢修。

d）楼房承重大部分不满足条件，需槽钢加固。

3.7 各类机房选取的优缺点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从建设成本、扰民问题、过户及物

业问题、出局管线路由选择、机房引电、机房承重、机

房使用效率、法律风险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总结，各

类机房的优缺点如下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住宅小区类机房问题最多，对后

期建设维护影响最大，临街商铺、背街商铺、办公楼等

机房问题较少，比较适合用于汇聚机房。

4 汇聚机房建设建议

通过对各类机房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分析，为

加快汇聚机房建设，推动本地基础网络架构尽快落

地，特提出以下建设建议。

a）简化汇聚机房购置项目审批流程、付款方式，

缩短建设周期。现阶段多数分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太

长，极大影响了汇聚机房建设，如因房价上涨，造成部

分已立项机房无法完成购置；由于购买资金迟迟不能

到位，导致房主等不及将房子卖给其他买家，只能换

址等。建议对于一定额度以内的汇聚机房建设，可下

放机房购置合同审批权限至地（市）分公司；或通过第

三方机构代为进行项目操作，简化付款流程等。

b）新建机房类型优选临街商铺、背街商铺或办公

楼。为避免后期居民干扰风险、法律风险及维护便

利，机房类型应优先考虑商铺或办公楼，尽量避免选

择住宅小区，可重点考虑非繁华区域的临街商铺，密

集城区及繁华区域可重点考虑背街商铺，尽可能降低

建设成本。

c）与区县购置办公楼、营业厅进行统筹考虑，利

用办公楼部分区域改造为汇聚机房，提高投资使用效

率，降低建设阶段的干扰风险。

d）加强与政府沟通，争取政府支持。利用公共土

地场所（如公交车站、停车场、大型立交等）储备机房，

利用政府批地自建机房，在新的开发区、新城区预留

规划机房位置。

e）机房选址时应考虑后期建设的出局管道光缆

路由问题、外市电引入问题。

f）机房简单装修、市电引接等由一体化施工单位

承接实施，尽可能降低工程建设难度。

汇聚机房建设难度大，各分公司应充分调动资

源，发动多方资源参与机房寻址工作，并推进选址、购

置建设、装修、启用等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尽快完成汇

聚机房建设，实现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稳定。

5 结束语

汇聚机房是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的基础，各省市公

司应加快汇聚机房建设，提升汇聚机房自有率，实现

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稳定，为即将到来的5G承载打下坚

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国联通 . 中国联通 2014-2016网络发展规划指导意见［Z］. 北
京：中国联通，2014.

［2］ 王义涛 .本地传输网基础架构研究［J］. 邮电设计技术，2015（3）.
［3］ 任伟英 .浅谈包头市本地网基础网络架构的建设［J］. 内蒙古科技

与经济，2016（12）.
［4］ 覃宁 .本地传送网汇聚层机房选取策略和要求［J］. 邮电设计技

术，2015（3）.
［5］ 陆庆杭 . 传输汇聚机房选址经验探讨［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

子版，2013（14）.
［6］ 张利奇，莫勇明，杜刚亭 . 本地传输网汇聚机房的规划研究［J］. 中

国新通信，2016，18（9）：80-81.

表1 各类汇聚机房优缺点总结

对比项目

建设成本

扰民问题

过户及物业问题

出局管线路由选择

机房引电问题

机房承重问题

机房使用效率

法律风险

住宅
小区

低

多

多

难

多

与楼层相关

低

有

临街
商铺

高

少

少

易

多

高

无

办公楼

高

无

无

易

多

高

无

背街商铺

中

少

少

易

多

高

无

地下室

低

少

少

难

多

无

高

无

写字楼

高

无

无

易

多

多

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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