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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5G 无线网络关键技术建设难点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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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 5G无线网络关键技术及面临的各种挑战，并针对 5G关键技术建设难点详细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策略。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也焕然一新，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类对移动通信潜在需求,也在不断进行转变与更新，

伴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到来，如何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是未来移动通信网络研究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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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5G wireless network, and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5G 

wireless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detail,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life of human beings is also completely new.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potential demand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updating, accompanied by the arrival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ow to deal with the growing demand of human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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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G 概述 

在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被大规模应用过后，通信网络的性能得到极大提升，为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便利。但是随

着移动通信网络新兴业务的出现和用户对移动通信网络的要求不断提高，现有网络的僵化体系架构将很难满足人们多

样化的业务需求和体验，这就充分的说明了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研究工作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1]
。 

结合移动通信技术的现实情况以及未来发展前景，我们可以判断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5G 网络必将成为最为最重

要的通信移动系统。与陈旧的移动通信网络相比较，5G 网络在信息传输的效率和质量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优越性，并且

在信息传输稳定性方面也是较为先进的。进而 5G 的未来发展前景是非常可观的，高频段能够为用户的体现提供良好的

容量，中低频段的 5G 加以合并连接，进而达到高效的覆盖率。12 月 6 日，三大运营商 5G 频谱划分已落定，5G 商用进

程又进一步。据人民邮电报消息，三大运营商已经获得全国范围 5G 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从分配情况来看，中

国移动获得 2.6GHz 与 4.9GHz 频段，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分食 3.5GHz 频段。中国电信获得 3400MHz-3500MHz 共 100MHz

带宽的 5G 试验频率资源；中国联通获得 3500MHz-3600MHz 共 100MHz 带宽的 5G 试验频率资源。中国移动则将获得

2515MHz-2675MHz、4800MHz-4900MHz 频段的 5G 试验频率资源，其中 2515-2575MHz、2635-2675MHz 和 4800-4900MHz

频段为新增频段，2575-2635MHz 频段为重耕中国移动现有的 TD-LTE（4G）频段。 

2 5G 关键技术及面临的挑战 

2.1 超密度异构网络 

5G 网络发未来的发展趋势逐渐向智能化，多元化，综合化靠拢。现有传统无线通信系统中，对于容量不满足的情

况，一般对其进行分裂小区，以缩小覆盖半径进行容量的提升。但在小区半径逐渐缩小的情况下，只能增加低功率节

点数量来提升系统容量，使部署的站点密度越来越大。第五代通信频段都属于中高频段，随之而来的无线节点需要比

现有网络无线节点的密度更加密集，超密度异构网络逐渐在 5G 通信系统中将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超密度组网在提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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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容量的同时会引起许多新的问题，例如，用户的移动性管理，密集的无线节点带来的频繁小区切换问题，及大规模

无线节点之间的干扰协调等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 5G 建设的一个难点
[2]
！ 

2.2 大规模 MIMO技术 

在无线通信系统之中选择适当的位置安设适量的天线结构能够提升维度空间容量，如果能够充分的结合实际将这

项技术加以运用，对于提升 5G 网络的综合性能也是非常有助益的。当前 MIMO 技术已经在实际无线网络中大范围的加

以运用。就理论层面上来说，天线结构的数量越多，信息传输质量就会越好，并且安全性也能够有所保证。现在华为，

中信等一些厂家已研制出来 16T/16R、32T/32R、64T/64R、128T/128R 的 AAU 设备，中国 21 个省已经利用 AAU 设备进

行了 5G 试点的建设！随着 MIMO 技术的引入，也引出了许多问题，一方面，对于利用现有站址如何达到最大经济效益，

天面的不满足情况如何解决。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公布的 5G 频率使用规定，中低频段 3.5GHz 只有 200MHz（联通 3.6GHz,

电信 3.5GHz）。如果缺少足够的频谱资源势必会对网络的连接造成一定的困难。并且 4G 网络在 5G 网络研发出之前在整

个通信行业中长时间的占据主导地位，进而 4G 频谱资源不能全部加以占用。除了上述问题之外，5G 下行可以借助多个

天线以及提升发射功率来实现大范围的覆盖，但是上行方面设备终端的天线数量以及发射功率都会遭到影响，上行覆

盖效果如果要想实现既定的目标，需要控制覆盖的范围。现如今较为集中的区域 4G 网站的距离已经保持在了三百米之

内，要想提升信息传输效果需要缩减覆盖范围，增加无线节点，建设难度较大。如何利用已有频谱资源、站址达到 5G

理想愿景，是另一个重要的挑战。 

3 解决策略 

3.1 宏微结合 

5G 网络与以往的陈旧的 4G 网络相比较更加的先进，并且也更加的复杂，集中小型微基站的建造，能够促使原始的

4G 网络的基站设计工作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5G 网络其实质是一个综合性能较强的网络，5G 网络的运用能够有效的解

决原有网络覆盖不全面的问题。所有的居民小区可以适当的将宏小区理念加以引用，微小区两两连接，借助宏基站来

对整个小区加以覆盖，整个小区范围之内创建微小区来当做容量载体，将宏基站小区与微基站小区归属于同一个区域

内，需要保证终端能够留存在小区范围之内或者是容量区域之内。覆盖小区的作用就是对用户控制范围内信息，动态

加以管控，并且需要实施资源的切实管理。容量小区的作用是保证用户的基础需要，并且能够为其他相关业务的开展

创造良好的条件。 

3.2 低频资源再利用 

以上阐述的内容中讲述的终端结构因为发射功率以及天线数量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制约，进而不能实现不同程度的

覆盖，中低频段是 5G 网络中经常使用的频率，尽管其作为上线覆盖频率并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但是可以结合实际情

况选择适合的已有频段。在 5G网络大范围加以运用的影响下，使得以往陈旧类型的网络已经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进而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结合当前国内移动网络发展趋势我们可以总结出，未来 5G 网络的

发展前景十分良好，能够为快速进步的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基础，进而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3]
。 

3.3 天面整合 

对于共址原有站点，天面资源满足情况下，直接新增 5G 设备。共址原有站点，对于天面资源不满足时，可以整合

原有天面进行建设 5G,三大运营商的整合方案建议如下： 



智能城市应用·2019 第2卷 第2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19,2(2)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67 

 

图 1 中国电信整合原有天面方案 

 

图 2 中国联通整合原有天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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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移动整合原有天面方案 

对原有系统进行天面整合，有限缩短了 5G 建设周期，更使各家运营商的经济效益达到了最优化！ 

4 总结 

本文从 5G两大关键技术出发，简述 5G网络关键技术以及关键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并重点分析了 5G网络两大挑战，

提出通过宏微结合、低频资源再利用对上行系统受限、资源利用复杂以及频谱资源，天面资源短缺等问题。未来 5G 网

络建设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本文只浅显给出部分建议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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