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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站及微基站在5G网络深度覆盖中的应用

李晓阳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Ǔ江苏Ǔ南京Ǔ210019

摘Ȟ要：目前运营商经过近几年的5G网络建设，宏站已经基本搭建完成，基本覆盖已经不成问题。但部分区域
还是存在覆盖盲区，应综合宏站、微站和室分系统各种技术手段，重点突击深度覆盖。文章论述滴灌站及微基站的优

势，研究此类基站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以及在实际网络中的应用案例及实测效果，有助于运营商搭建合理的异构

网，制定合理的深度覆盖建设方案，提升用户体验，确保LTE（长期演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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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滴灌站和微基站补盲站点是将室内和室外覆盖综合

统筹考虑的一种手段，主要用于室内室外覆盖需要互补

的密集群体建筑，可满足室内大部分区域的覆盖，成本

较低、效果好，但规划复杂，对泄漏控制的要求高。同

时，滴灌及微基站具有组网灵活、安装便利、配套要求

低等优点，能有效提升网络立体覆盖效果。

1��滴灌及微基站在深度覆盖中的优势

经过近几年的5G大建设，5G基础网络已经搭建完
毕。目前各家运营商重点在于补盲和深度覆盖，实现

LTE1.8室外与CDMA800室外覆盖相当的目标。运营商应
该以DT&CQT测试评估为依据，识别弱覆盖区域和有深
度覆盖需求的区域，利用宏微协同组网，实现室外盲区

和住宅小区等室内无室分系统[1]的LTE信号的定向覆盖。
滴灌及微基站在深度覆盖中，相比于传统的宏站，

具有以下几点优势：（1）站址获取难度小、宏站站址选
择困难的区域，微基站可以用于填补宏站站点密度不足

造成的信号覆盖空洞。（2）局部小范围的补盲、宏站信
号强度受限的区域，微基站可以用于填补宏站站点呼吸

效应造成的信号覆盖空洞。（3）室内深度覆盖、在密集
城区，可用于增强室内深层次覆盖以及室外末梢弱覆盖

区域的信号强度[1]。

2��滴灌及微基站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

LTE FDD的建设应在广域连续覆盖的基础上，结合
DT测试结果，精准识别深度覆盖[2]场景，综合使用宏站

加密、宏微协同、室内外协同等方式，快速部署自有资

源（C网和小灵通站址、路灯杆等自有资源），提升深度
覆盖和边缘覆盖水平。

2.1  居民区
（1）宏站解决小区室外、低层住宅以及部分室内的

覆盖。（2）利旧小灵通站址、灯杆部署RRU或微站，采

用功分、室外打室内、滴灌等方案解决室内深度覆盖问

题。（3）通过室分改造（DAS合路）等方案，解决地下
停车场、电梯等覆盖问题。

2.2  大型场馆
（1）宏站解决大型场馆整体覆盖。（2）通过微站

或室分（采用壁挂小增益天线）的方式进行分区覆盖。

（3）分区覆盖时人员聚集区域尽量划分为一个小区，切
换区尽量选择人员比较稀少的地方。

2.3  校园
（1）宏站解决室外活动区域、操场、广场等区域的

覆盖。（2）利旧小灵通站址、灯杆部署RRU或微站，
采用功分、室外打室内、滴灌等方案解决宿舍区、教学

区等区域的覆盖容量问题。（3）通过室分改造（DAS合
路）、新建pRRU等方案，解决行政区域、图书馆等区域
的覆盖问题[3]。

2.4  商圈
（1）宏站解决室外活动区域、广场等区域的覆盖。

（2）利旧小灵通站址、灯杆部署RRU或微站，采用功
分、室外打室内、滴灌等方案解决步行街/商业街、道
路、写字楼等路面覆盖及室内覆盖问题。（3）通过室分
改造（DAS合路）、新建pRRU等方案，解决行商场、写
字楼、酒店、地下停车场等区域的覆盖问题。

3��4G 网络深度覆盖中的应用案例

3.1  楼宇外打RRU在小区深度覆盖中的应用案例
3.1.1  站点基本信息
某小区地处开发区，有高层、多层、地下商业街等

多种楼宇，且四周环绕的各种高层建筑对无线信号传播

影响很大（阻挡、反射等作用），导致楼宇处于复杂的

无线环境之中。

3.1.2  网络测试情况
目前，主覆盖该基站是位于站点东北侧500米处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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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基站。测试结果如图1所示。

A、RSRP测试结果 B、SINR值测试结果
图1��RSRP及SINR测试值

测试结果显示小区内部存在弱覆盖区域。

3.1.3  设计方案
为解决小区用户活跃区目前存在的覆盖问题，拟在

商业街多层上设计增加一处RRU外打站。如图2

图2��解决方案示意图

3.2  排气管天线在深度覆盖中的应用案例
3.2.1  站点基本信息
某小区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达28万平方米，

该小区为高档住宅小区，均为25至30层左右的高层建
筑，共计共13栋楼宇，覆盖面积25万平方米。小区如图3
所示。

图3��小区示意图

3.2.2  设计思路
覆盖方式为室外滴灌+楼宇地下车库。室外滴灌结合

周边宏站分布情况，对本小区宏站覆盖不到的楼宇进行

选择性覆盖，根据楼宇距离、高度，为保证信号最大限

度直射到用户家里，天线选型时采用射灯天线与排气管

天线，射灯天线定向照射楼宇内部，排气管天线主要覆

盖周边小区兼顾覆盖本小区，室内分布系统解决地下停

车库及电梯的覆盖[2]。

3.2.3  设计方案
RRU主设备放在楼顶电梯间，排气管天线安装在楼

顶女儿墙上。安装示意图如图4所示。

图4��安装示意图

3.2.4  测试结果
开通前后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对比可知，部署

滴灌站点后，小区内覆盖效果有了明显提升。

表1��开通前后CQT测试结果

CQT 点位 RSRP SINR DL
3#楼1单元10层（开通前） -103.45 3.14 2.98
3#楼1单元15层（开通前） -108.64 1.22 1.39
3#楼1单元20层（开通前） 盲区 盲区 盲区

8#楼1单元10层（开通前） -10517 2.14 2.08
8#楼1单元15层（开通前） -108.25 1.14 1.68
8#楼1单元20层（开通前） 盲区 盲区 盲区

3#楼1单元10层（开通后） -86.17 13.64 33.78
3#楼1单元15层（开通后） -98.62 15.22 32.39
3#楼1单元20层（开通后） -83.15 16.15 35.08
8#楼1单元10层（开通后） -99.68 8.28 24.27
8#楼1单元15层（开通后） -92.17 10.78 29.32
8#楼1单元20层（开通后） -76.62 15.22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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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控杆在4G网络深度覆盖中的应用案例
3.3.1  测试情况
根据厂家测试数据分析可知，下图中标号为12号区域

的弱覆盖区域，附近小区楼宇密集，弱覆盖区域面积小。

3.3.2  设计思路
由于周围无合适宏站站址可选。选择弱覆盖区域路

边电信8米平安监控杆微站解决。

3.3.3  设计方案
电源、设备和传输方案如下；

◇电源：共享原电信监控杆监控电源220V市电。
◇设备：监控杆身6米处挂3个中兴BS8912设备。
◇传输：BS8912设备上联模块局IPRAN A2传输设备。
安装及设计图如图5所示。

图5��安装及设计图纸

结束语

合理利用微基站能提升已覆盖区域的覆盖质量和容

量，提高用户感知。但考虑到微基站引入的成本及后期

的维护难度，也不可盲目、无计划地引入微基站。

根据以上分析，滴灌及微基站覆盖场景的使用建议

如下：（1）局部小范围补盲；（2）难以获取宏站站址
的区域覆盖；（3）解决如居民小区等区域的深度覆盖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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