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2/DTPT

——————————

收稿日期：2019-01-09

0 前言

为顺应国家“5G率先商用、实现引领”的战略目

标，江苏联通一方面紧密跟踪 5G承载需求和技术进

展，积极推动 5G试验网的试点工作，另一方面研究 5G
部署对基础资源的需求，明确资源储备标准，通过专

项工作，提前储备机房、天面、管线等资源，做好大带

宽、智能化传送网转型，为后续5G演进打下坚实基础。

1 基础资源储备思路

江苏联通以综合业务接入区为单位，严格落实 2

个基础资源（机房资源、管线资源）摸查工作，加快完

成 4个专项工作（机房整改、BBU集中部署、管孔光缆

优化、传输系统优化）。2个基础资源摸查工作依托资

源管理系统，根据实地摸查情况，及时对系统内的资

源信息进行更新。专项工作的思路如下。

a）对现有机房进行梳理定位，确定目标综合业务

接入点和BBU集中点，制定相关机房的盘活方案。

b）摸查完光缆资源后，若现状足以支撑BBU集中

部署，应快速给出实施方案，如若不能，则需考虑新建

光缆（同步考虑5G预埋需求），并快速立项实施。

c）BBU集中部署以向目标机房集中为原则，制定

细化方案，提出对机房和传输的要求。对BBU可全部

搬迁的机房，需尽可能将其所有业务同步进行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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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机房退租。

d）IPRAN、MSTP系统优化需围绕目标机房优化

调整传输网络结构，同时对退租机房内传输设备进行

业务割接和退网操作。

e）优化管孔光缆时需先摸清现状瓶颈，再根据

BBU集中部署、传输系统优化、5G预留等新增光缆需

求，统筹优化管孔光缆。

2 基础资源储备标准

为更好地面向业务发展，综合业务接入区按能级

划分（见表 1），建立资源配置模型，不同能级采用不同

策略。

根据 5G设备性能情况，对机房、管线和系统的综

合业务接入区有如下要求。

机房：按综合业务接入区“能级”划分，一类区预

埋机架位 4个以上，动力容量至少 15 kW；二类区预埋

机架位 3个以上，动力容量至少 12 kW；三类区预埋机

架位 2个以上，动力容量至少 9 kW；辅助末端 BBU集

中点预埋机架位1个以上、动力容量至少4 kW。

管线：如果每个 BBU对应 3个AAU（每个AAU占

用 2芯），那么每个BBU需要占用 6芯。目前综合业务

接入点平均剩余机架位为 2个，按照每个机房收敛约

10个DU规模，5G基站对于综合业务接入机房出局主

干光缆占用芯数为 60芯，大客户专线及宽带接入需预

留 20芯左右，共计对主干纤芯需求为 80芯。对于管

孔资源紧张的段落，可以将大芯数光缆替换为多条小

芯数光缆释放管孔，从而满足 5G光缆快速穿放的要

求。

系统：全省围绕现有 IPRAN网络，形成综合业务

接入点独立组网的结构，为后续5G设备替换或扩容提

供快速迭代的网络能力。100G OTN作为大容量传输

通道，其目标是覆盖全省核心、汇聚机房，在5G大规模

部署前全网建设到位。

3 基础资源储备方法

依据上述基础资源储备的整体思路及标准，分别

为四大专项工作拟定了实施方法。

3.1 机房盘活专项工作

3.1.1 工作思路

以综合业务接入区为单位，对综合业务接入机

房、BBU集中机房、一般机房现状进行摸查，结合5G预

埋、BBU集中部署和宽带对机房的需求，测算空间、动

力与目标的差距，提出盘活需求，排出优先级逐步实

施。

3.1.2 目标策略

工作目标：摸清机房资源，明确机房定位（综合业

务接入机房、BBU集中点、一般接入机房）；提出盘活

机房名单；对一般机房进行退租。

实施策略：不间断摸查机房资源，根据对业务发

展的影响程度对问题机房进行优先级排序，分年分批

安排盘活。

3.1.3 规范标准

综合业务接入机房：满足业务接入至少预留 3个
机架位，12 kW动力条件。BBU集中机房：满足业务接

入至少预留 2个机架位，6 kW动力条件。资源规范：

对机房按照等级进行规范化编号，录入资源系统。

3.1.4 工作步骤

分析机房现状，结合业务对机房的需求，梳理机

房问题，按序推进方案制定、工程实施、使用管理的工

作。

以综合业务接入区为单位，对机房进行梳理，根

据机房盘活后的条件，确定机房定位。以综合业务接

入机房需满足自有或稳定租期 5年以上，剩余至少 3
个机架位、12 kW动力；BBU集中机房需满足自有或稳

定租期 3年以上，剩余至少 2个机架位、6 kW动力；不

符合条件的机房，应重新定位。机房信息及盘活方案

记录如表2所示。

工程实施的优先级要按表 1的能级划分从一类到

三类逐级根据综合业务接入机房现状建成率由低到

高排序。

实施完成后，还要持续做好机房管理工作：落实

局房使用规划名单制管理；做好机房设备安装使用登

记，及时更新机房资源的使用情况，灵活调整机房定

位。

3.2 BBU集中化改造专项工作

3.2.1 工作思路

以综合业务接入区为单元推进BBU集中化改造，

优化网络结构，腾退机房，实现降本增效。

3.2.2 组织方式

表1 综合业务接入区能级划分表

能级划分

一类综合业务接入区

二类综合业务接入区

三类综合业务接入区

区域类型

市区CBD、商圈、写字楼群、国家级工业园区

市区其余综合业务区、郊区重镇、市级工业园

一般郊区、乡镇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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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建设维护优化一体，无线、传输和局房专业

联动，成立省、市联合专项工作组，以“项目制”方式推

进BBU集中化改造。

3.2.3 实施策略

4G网络和 2G/3G分布式设备优先采用 BBU集中

化建设方案；3G大机柜尽量调整到无法退租的机房；

2G大机柜将在 900M重耕中替换为分布式设备，分布

式设备优先采用BBU集中化建设方案。

工程实施按照先易后难原则逐步推进，立足现有

资源优先推动传输光缆满足条件、无大机柜设备的基

站改造。

结合网络演进方向，综合评估BBU集中化改造的

全专业投资，能在2年内回收投资的可以优先实施。

3.2.4 工作步骤

资源摸查：以综合业务接入区为单位，开展 BBU
集中化改造资源摸查，主要包括基站上联信息摸查

（见表3）和机房信息摸查（见表4）。

选取 BBU集中点：在梳理出的机房中，根据机房

硬件、动力、产权情况，筛选出满足BBU集中条件的机

房。根据综合业务接入区内BBU数量，估算该区需要

的 BBU机房数量，原则上一个集中点放置约 20个

BBU。以原有的综合业务接入点为基础，结合机房位

置、光缆和管孔资源，最终确定本区BBU集中点清单，

并形成机房清单。

制定RRU上联方案：明确BBU集中点后，还需确

定每个基站的BBU放置位置，整个传输过程需逐站确

认BBU放置位置和光缆跳接路由，优先将BBU放置在

能和远端RRU实现光缆直连的BBU机房内，尽可能减

少中间跳接点的数量，建议跳接路由中跳接点不超过

3个。在实际割接过程中，需根据光缆跳接路由表先

跳纤，再搬迁割接 BBU，这就要求光缆路由跳接表详

实准确。具体的 BBU搬迁及光缆建设信息如表 5所

示。

机房退租：完成BBU集中化改造方案后，根据表 5
中填写的信息，可计算出每个机房内调整后的BBU数

量。根据机房内调整后的BBU数量，结合其他设备资

源情况，判断机房是否可以退租。对于因大机柜无法

表2 机房信息及盘活方案表

表3 基站上联信息摸查表

表4 机房信息摸查表

机房名称

火车站广场

蒋王八宝园公墓

扬州西站新机房

贾桥

蒋王幼儿园

蒋王

经度

120.12
120.17
120.22
120.27
120.32
120.37

维度

30.21
30.26
30.31
30.36
30.41
30.46

机房
面积

机房属性

综合业务接入
机房

BBU集中机房

一般机房

一般机房

一般机房

一般机房

机房
产权

所属综合
业务区

网络

4G

3G

2G

4G

3G

4G

3G

4G

3G

4G

本端站点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2

火车站广场2

蒋王

蒋王

蒋王八宝园
公墓

蒋王八宝园
公墓

蒋王幼儿园

所属综合
业务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XX综合业务
接入区

经度

120.12

120.17

120.22

120.27

120.32

120.37

120.42

120.47

120.52

120.57

维度

30.21

30.26

30.31

30.36

30.41

30.46

30.51

30.56

30.61

30.66

设备
类型

分布式

分布式

大机柜

分布式

分布式

分布式

分布式

分布式

分布式

分布式

BBU放置点
（机房）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蒋王

贾桥

蒋王八宝园
公墓

蒋王八宝园
公墓

蒋王幼儿园

综合业务接
入区名称

机房名
称

XX机房

XX机房

XX机房

XX机房

XX机房

机房属性

综合业务接
入机房

BBU集中点

接入机房

BBU集中点

综合业务接
入机房

机房产权

自有

自租3年
租用铁塔

租用铁塔

自有

机房面
积/m2

剩余机架
位/个

剩余动力/
kW 机房盘活定位

保持

升级为综合业务接入点

升级为BBU集中点

降级为接入点

降级为BBU集中点

退租

机房是否满足调整
BBU及宽带需求

机房整改
投资/万元

动力扩容投
资/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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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租的机房，在后续工程建设中应结合设备调整、

900M重耕等手段，将大机柜设备退网或替换为分布式

设备后进行 BBU集中化部署，最终实现机房退租；对

于因固网设备无法退租的机房，需要在后续工程建设

中统筹考虑，将固网设备迁移至目标保留机房内，最

终实现机房退租。

3.3 管孔光缆优化专项工作

3.3.1 工作思路

以综合业务接入区为单位，摸查光缆、管道现状，

结合 5G预埋、BBU集中、业务接入优化、分组网络调整

等对光缆纤芯的需求，测算与目标的差距，提出光缆、

管孔需求，对段落排出优先级进行管孔优化。

3.3.2 目标策略

工作目标：释放管孔资源；优化出一张清晰的光

缆网；建立管线资源管理使用体系。

规模目标：完成管孔光缆资源摸查和盘活，形成

准确的光缆、管道现状资源库，梳理形成问题段落库。

实施策略：不间断进行资源摸查，根据紧急程度

进行优先级排序，分期分批对问题段落安排释放优

化。

3.3.3 规范标准

光缆网：实现末端接入距离满足各能级要求（一

类综合业务接入区：不超过 0.5 km，二类综合业务接入

区：不超过 0.8 km，三类综合业务接入区：不超过 1
km），纤芯资源满足各类业务发展需求（按区据实测

算）。

管道网：满足光缆目标网的需求后，剩余管孔不

小于2子孔。

资源规范：对机房内ODF等设备和纤芯规范化编

号，对管井进行标准化井号标识，对光缆标牌进行标

准化贴牌，录入资源系统。

3.3.4 工作步骤

光缆、管孔资源摸查：优先选取业务量密集、管孔

资源容易不足的一类综合业务接入区开展资源摸查

工作。然后以管道路由交叉口为段落，梳理中国联通

产权管道内光缆、管孔资源情况，包括管道长度、管孔

总数、剩余管孔数、管孔内布放光缆数量、光缆路由、

光缆承载业务明细。

梳理管孔不足段落：整理管孔资源情况，对剩余

管孔数由低到高进行排序，按照优先级，优先对剩余 2
子孔以下段落做进一步筛查，考虑进行管孔释放。

制定管孔释放方案：梳理待释放管孔中的光缆资

源情况，优先对小于 24芯的小芯数光缆进行替换。管

孔释放段落上已有主干光缆时，通过将小芯数光缆业

务割接至主干光缆，抽出小芯数光缆。管孔释放段落

上没有主干光缆时，先建设主干光缆，通过将小芯数

光缆业务割接至主干光缆后，再抽出小芯数光缆。管

孔释放方案如表6所示。

工程实施优先级排序：首先是主干光缆未到位，

当年需进行主干光缆布局（优先考虑 BBU集中所需，

同时考虑 5G预埋需求）的段落；其次是主干光缆到位，

剩余纤芯较少，无法满足 5G纤芯预埋需求的段落；最

后是主干光缆到位，剩余纤芯较多，可以满足 5G纤芯

预埋需求的段落。

管孔资源的持续管理：建立管孔使用机制，敷设

光缆需统一申请批准；做好管孔使用登记，及时更新

管孔资源的使用情况；建立管孔资源预警，按照实际

管孔资源释放紧急性，调整实施计划。

3.4 传输系统优化专项工作

3.4.1 工作思路

以综合业务接入区为单位，分析 IPRAN、MSTP现
状网络及设备情况，围绕目标架构机房，制定网络优

化调整方案，梳理腾退设备清单，提出优化光缆需求。

3.4.2 目标策略

工作目标：结合BBU集中化改造和业务接入优化

工作，腾退机房设备，整合资源；减少CAPEX投资，减

少维护成本节省OPEX开支；围绕基础架构优化传输

系统。

表5 BBU搬迁及光缆建设信息表

本端站点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蒋王

蒋王

网络
制式

4G
3G
2G
4G
3G

设备
类型

分布式

分布式

大机柜

分布式

分布式

BBU放置点
（机房）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火车站广场1

蒋王

贾桥

调整后BBU放置
点（机房）

扬州西站新机房

扬州西站新机房

火车站广场

贾桥

贾桥

光缆跳接路由

火车站广场-站南路光交-扬州西站新机房

火车站广场-站南路光交-扬州西站新机房

本站

蒋王-贾桥

蒋王-贾桥

新建光缆芯数

24

新建光缆长度/km

3

投资/元

24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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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目标：完成所有综合业务接入区的 IPRAN/
MSTP资源摸查，形成目标网络结构方案。

实施策略：不间断进行资源摸查，结合 BBU集中

化改造进度，分年分批优化传输系统。

3.4.3 规范标准

MSTP：保留综合业务接入机房或存在MSTP承载

客户需求节点的MSTP设备，其余节点逐步退网，用于

MSTP专线设备利旧。

IPRAN：保留综合业务接入机房或BBU集中点的

IPRAN设备，按照目标网络架构进行调整，其余节点

逐步腾退，用于 IPRAN设备利旧。分组网络目标结构

如图1所示。

3.4.4 工作步骤

确定汇聚机房：根据汇聚区和综合业务接入区的

规划，选择机房环境及位置较好的综合业务接入点作

为二级汇聚机房。

确定分组网拓扑：按照“口”字型上联组网、区内

组环等要求，结合区内光缆资源情况，规划网络拓扑

结构。

网络调整准备：按照网络拓扑安装设备以实现各

个站点间纤芯跳接。

网络调整实施：同步考虑 BBU集中部署、OLT布

局、大客户就近接入等要求，进行站点业务割接。

业务整合，设备退网：按照业务整合原则，对区内

MSTP承载的业务进行割接，MSTP设备下电退网。

4 结束语

本文围绕综合业务接入区，介绍了 4个专项工作

的思路和具体方法，此方案使基础资源储备既能满足

未来 5G发展的需求，又能降本增效，具有较好的实际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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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管孔释放方案表

作者简介：

宋梅，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传输网规划、工程建设管理等工作；黄铭锋，工程师，主要从

事传输网规划、设计工作；戴建东，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本地网络建设管理工作；王岩，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传输网规划、设计管理工作。

子
孔
号

1
2
3

4

5

6
7
8

需释放XX-XX段管道：子孔内光缆信息（现状）

光缆
起点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光缆终点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光缆芯数

96
96
12

12

6

12
24
24

光缆占
用芯数

34
46
4

8

4

4
4
4

光缆层级

汇聚

主干

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

优化措施

保留

新建/利旧现有主干光缆

业务割接至子孔 2的主干
光缆

业务割接至子孔 2的主干
光缆

业务割接至子孔 2的主干
光缆

业务割接至子孔 2的主干
光缆

保留

保留

优化腾
退子孔/
km

2

2

2

1

新建/抽
出光缆
规模/km

-1

-1

-1

-1

需释放XX-XX段管道：子孔内光缆信息（释放后）

光缆
起点

XX
XX

XX
XX

光缆终点

XX
XX

XX
XX

光缆芯数

96
96

24
24

光缆占
用芯数

34
56

4
4

光缆层级

汇聚

主干

接入

接入

综合业务区

汇聚区

核心设备

业务汇聚设备

二级汇聚设备

一级汇聚设备

一般机房接入设备

综合业务点接入
设备

区内有汇
聚机房

业务量
大的区

业务量
中的区 业务量小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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