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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无线城市因为能够方便、快捷、高速的进行信息传

递，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被称为城市的“第五

公用基础设施”。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扬州

等10个城市已经建成无线城市。无线城市建设对提升城

市形象，加快城市信息化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能

力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建网前对无线城市网络的规划不足，国内许多

无线城市网络在建成后，面临着不断地网络架构调整和

扩容。一方面给网络的维护和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导致了大量的投资浪费。

二、网络规划

2.1技术选型。当前可用的无线宽带技术主要有

WLAN、WIMAX、3G等。其中WIMAX在国内暂不具

备商用条件。WLAN技术已经成熟，且已经有大规模商

用。同时开放的系统平台、丰富的网络资源与应用极大

地推动了3G手机的发展和普及。WLAN和3G技术的结

合无疑是国内无线城市网络接入的最优技术组合。利用

WLAN技术对宾馆酒店、车站码头、医院等室内公共场

所进行热点覆盖，并对城区主要干道、商业步行街、市

民广场、景区等室外公共区域进行热区覆盖；同时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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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利用3G技术实现全城的3G无缝覆盖。 
802.11n利用OFDM、MIMO、信道捆绑等技术提供

了更加高速的无线宽带接入，已经逐步成为当前WLAN
网络中的主流技术，同时支持802.11n的终端也已经普

及。

Mesh网络（multi-hop）中，所有无线节点都同时

具备AP和路由功能，与一个或者多个对等的其它节点

进行通信。在无线城市网络中使用Mesh技术，不仅可

以解决部分区域光缆资源匮乏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网络的健壮性。

目前国内正式商用的3G技术标准有WCDMA、

CDMA2000和TD-SCDMA三种。三种3G标准各有优

劣，其中TD-SCDMA是中国自主产权的3G标准。在实

际规划中，根据需求和合作模式选取相应的3G标准。

各电信运营商运营3G网络已有多年，3G网络的规划已

经成熟，在本文中就不再重点阐述。

2.2网络架构。无线城市网络必须按照大容量、高

可靠、可管理、可扩展的运营级要求进行规划，才能有

效地支持后期网络应用平台的和业务的发展。

2.2.1网络架构规划。在网络架构上实现扁平化， 
AC设备集中部署，旁挂在核心交换机，形成独立的

无线控制层。AP与  AC之间的 tunnel流，从AP到达

BRAS，经过转发至城域网，并最终到达 AC。  
AP的业务流量由AC送到专用BRAS，并由专用的

BRAS转发至城域网。AC采用机框式部署，机框内所有

AC甚至网内所有AC均作为AC池进行工作。AP管理更

加方便、有效，IP地址的分配更加合理，同时能够有效

提高AC的资源利用率。

2.2.2业务流和IP地址规划。WLAN业务的转发有两

种模式：集中转发和本地转发。两种转发模式各有其优

点和缺点。本地转发无法对业务进行管控，但对AC设

备和带宽要求较低。集中转发能够实现基于业务和终端

类型的流量分析和控制，但对AC设备以及接口带宽求图1 无线城市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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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对于运营级无线城市网络，为保证业务可控，业

务流采用集中业务转发的模式。

公网IP地址越来越紧张，IPv4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

长的互联网业务需要。为解决地址分配问题，可以采

用私网双栈的方法。IP地址规划采用IPv4/IPv6双栈，同

时WLAN认证域用户不分配公网地址，而是分配私网地

址。

2.3容量规划。无线城市容量规划包括网络层容量

规划和接入层容量规划。AC设备采用机框式AC，并

选配AC业务板卡。按照大容量、少节点的要求，选配

1024线以上的AC形成AC池。AC池技术极大地提简化

了AP的管理，对于管理者来说，不需要知道AP实际接

入在哪一台AC。根据未来两三年预计AP发展量，规划

所需AC板卡数，同时考虑AC板卡的N+1备份。

对于网络层设备接口，一般可以采用双GE或多GE
的捆绑；对于省会及以上规模的城市需要采用用10GE
接口。

在接入层主要有PON、LAN、MESH和DSL等技

术。PON技术由于其组网灵活，节省主干光缆等优点，

逐渐成为主流接入技术。PON接入方式的瓶颈主要存在

于OLT的上联口和热点接入的PON口。特别是用户密集

区域，例如高校区、大型集宿区等热点或热区，必须考

虑PON和OLT上联的流量分摊。

2.4覆盖规划。无线城市作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

要求随时随地实现高速无线接入。采用WLAN与3G技

术相结合，对整个城市进行分场景覆盖。对火车站、休

闲场所、商务楼等室内公共区域采用WLAN进行热点覆

盖；对商业步行街、景区、广场、城区主干道等室外公

共场所采用WLAN+MESH技术进行热区覆盖；通过3G
技术实现整个城市的3G无缝覆盖。

2.4.1室分系统覆盖规划 。室分系统覆盖规划中，

天线点位和天线口输出功率是最需要关注的方面。天线

尽量靠近用户，尽量减小空口损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尽量将天线放到室内，或者将天线放在玻璃窗户、木

门等信号易穿透位置。天线口输出功率根据覆盖场景实

际情况，一般要求在8~12dBm左右。

室分系统设计还应具有扩展性，系统可通过最少器

件的更换，实现小区分裂和扩容。

2.4.2室内独立布放覆盖规划。室内独立布放一般应

用在会场、机场和展馆等场景。室内独立布放覆盖规划

比较简单，在用户很多的情况下，需要考虑WIFI的容

量问题，适当降低AP的发射功率，增加AP数量，合理

分配AP工作信道，尽量减少AP间的干扰。

2.4.3智能AP覆盖规划。智能AP由于AP内置天线阵

列和智能天线算法，在覆盖效果上比普通AP强很多。

但由于价格较高，可作为普通AP覆盖的补充，用在景

区、步行街、机场、高铁站等特殊场景。

三、结论

通过WLAN和3G技术的结合，实现整个城市的无

线城市信号全覆盖。利用WLAN技术对商务楼、宾馆酒

店、车站码头、医院等公共区域进行热点覆盖，对城区

主要干道、商业区、市民广场、景区等区域进行热区覆

盖；并利用3G技术实现全城的3G无缝覆盖。

在网络层网络架构要求扁平化，核心设备大容量、

高配置，并实现N+1冗余备份；AC集中部署，并采用

AC池技术。在接入层采用PON技术，同时针对高流量

的覆盖热区，采用多PON口或多OLT的分流。在热点或

热区覆盖方面，根据实际热点或热区的特点，综合采用

室分系统覆盖、室内独立布放覆盖和智能AP覆盖等方

式。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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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无线城市网络架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