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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 3GPP宣布 5G独立组网（SA）架构相关标准

正式冻结，第 1版完整的 5G标准（Release-15版本）正

式面世。标准中对于 5G组网，定义了独立组网（SA）
和非独立组网（NSA）2种架构。

2019年 6月 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联通、中

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广电发放了 5G商用牌照。这

意味着国家层面对 5G商用评估已经完成，我国的 5G
移动通信网络商用部署正式拉开大幕。

为了既满足竞争需要、不在网络布局上落后，又

可以满足后期 5G完整的三大应用场景的需求，2019
年乃至更早部署 5G网络的全球运营商基本都选择了

先NSA后SA的建网方式。

鉴于 NSA架构 5G网络的过渡地位，该阶段的高

效部署对选择该路径的运营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

文将从NSA阶段对EPC核心网的新增功能要求入手，

对核心网NSA升级可行的主要简化方案进行分析。

1 5G组网的NSA与SA

NSA指的是 5G基站控制面不直接接入核心网，而

利用 4G基站接入的组网方式。典型的Option3x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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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是全球公认的5G移动通信网络部署元年。从整个产业链成熟度来看，

2019年可以实现规模商用部署的5G网络均为NSA组网方式。重点讨论了5G

NSA组网架构下对现有EPC核心网的新增功能要求，提出了NSA核心网升级

的4种简化部署方案建议，并从高效部署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角度，对各方案

做了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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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NSA组网架构如图1所示。

由于基本重用了 4G网元和架构能力，NSA组网的

设备成熟度较高，仅就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场景而

言，与新建一张全新支持 SA的 5G核心网相比，从 4G
核心网（EPC）升级为NSA架构的 5G核心网（EPC+）在

部署上更加平滑，让5G网络能更早具备商用能力。

进入 2019年后，宣布 5G商用的国家迅速增加，可

以看出全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营商不愿意等到 SA
产业链成熟后才推出5G服务，而选择从消费者正在使

用的移动宽带应用入手，采用NSA组网推出5G服务。

可以满足所有 5G三大场景（移动宽带、低时延高

可靠、泛在大连接接入）业务需求的SA组网产业链，预

计将在 2020年上半年基本成熟，该架构将作为 5G目

标组网方式，为客户提供高速、泛在、低功耗、低时延、

万物互联、更加安全的5G服务。

2 NSA阶段核心网的新增功能分析

相比一般的 EPC网络，EPC+核心网对 5G NSA组

网的全面支持主要增加了7项功能。

a）支持S1-U端点迁移。MME设备应支持在双连

接状态接收 eNodeB发送的承载迁移请求，将需要迁移

承载的新的下行无线节点的 TEID通知 SGW/PGW，并

向 eNodeB回复承载迁移响应。要实现此功能，需要对

现网MME、SGW网元进行升级改造。

b）支持NR接入限制。该功能主要用于对 5G接

入用户进行限制。要求MME支持接收和识别UE在附

着请求和跟踪区更新请求中上报的DCNR能力，并根

据HSS的签约或MME本地配置中的接入限制信息判

断该 UE能否接入 NR。实现此功能需要对 MME和

HSS进行升级改造。

c）支持高比特率（大于>4 Gbit/s）和QCI新增值。

这里的大于 4 Gbit/s指在HSS/PCFR/GW网元的签约速

率。而目前在 3.5 GHz频段 100 MHz带宽的条件下，

NSA终端实测速率尚无法达到 2 Gbit/s。要实现此功

能，需要对MME、HSS、PCRF、SGW、PGW进行升级改

造。

d）基于NR能力的GW选择。该功能提供对特定

GW的选择能力。在支持该功能时，MME可以结合

DNS配置的支持NR的 SGW&PGW 来为 5G NSA终端

优选改造过的 SGW&PGW疏通业务。要支持该功能，

需要对MME和DNS进行升级改造。

e）NR用量上报。由于在NSA（Option3x）组网下，

gNodeB和 eNodeB共用一个承载，GW侧无法区分统计

NR流量。对于 5G部分的流量统计和话单生成就需要

通过 NR定期上报至 GW。要支持该功能，需要对

MME、SGW、PGW和CG进行升级改造。

f）计费增强。为实现对 5G流量部分的统计和计

费，要求 CG支持 5G新字段（SecondaryRATUsage、QoS
扩展信息等），完成此功能需要对 SGW、PGW和CG进

行升级改造。

g）MME支持 UE上报的 NR安全能力。由于 5G
NSA方案中UE与网络的控制面仍保留在 eNodeB侧，

导致 gNodeB无法直接获取UE支持NR接入的安全能

力参数，只能依靠MME将NAS层获取的终端NR接入

安全能力参数通过 eNodeB转发给 gNodeB，否则可能

导致终端与 gNodeB间DRB（终端与基站之间的数据承

载）建立失败。要支持该功能，需要对MME进行升级

改造。

3 EPC+与简化版升级方案分析

为了实现上述EPC+功能要求，需要对现网MME、
SGW、PGW、HSS、PCRF、DNS、CG等设备全面升级，升

级工期长、工作量大，网络联调测试复杂。因此，在考

虑对部分特性进行删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4种简化

升级方案。

3.1 仅对MME、SGW、PGW、HSS、CG进行升级

该方案下，可以支持 gNB接入和用户接入控制，

以及 5G流量识别记录（NR流量上报），但不支持QoS
扩展，运营商在制订 5G市场策略时，将无法针对 5G用

户使用5G的QoS策略。

3.2 仅对MME、SGW、PGW、CG进行升级

该方案下，可以支持 gNB接入和 5G流量识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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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MM

E

S1-
U

MME S-GW

LTE eNB gNB
X2-C
X2-U

刘 扬，刘凡栋，王朝旭
5G NSA核心网部署简化方案浅析

核心网
Core Network

51



2020/04/DTPT

（NR流量上报），但不支持用户接入限制。

也就是说，当用户使用 5G终端处于NR覆盖区域

时即可接入使用 5G业务，无法对用户接入进行限制，

也无法使用 5G的QoS策略。此方案对市场策略的影

响主要有4个方面。

a）初期难以控制试用用户范围，从而可能对用户

体验和网络口碑造成影响。

b）无法针对5G流量制订单独的计费政策。

c）无法使用5G QoS制订用户策略。

d）用户国际漫出到有 5G接入限制能力的国际运

营商网络时，将无法使用5G业务。

3.3 仅对MME、HSS进行升级

该方案下，可以支持 gNB接入和用户接入控制，

但无法支持 5G流量识别记录（NR流量上报）能力，也

无法使用5G的QoS策略。

该方案对市场策略影响有3个方面。

a）无法针对5G流量制订单独的计费政策。

b）无法使用5G QoS制订用户策略。

c）由于 SGW、PGW没有升级，难以保证单用户获

得足够带宽，从而无法保证5G用户（含国际漫入用户）

的增强型移动宽带业务体验。

3.4 仅对MME进行升级

该方案可以说是 NSA升级的最简方案，它提供

gNB接入支持能力，无法支持识别 5G流量及记录（NR
流量上报）、用户接入限制和5G的QoS策略。

该方案对市场策略的影响主要有5个方面。

a）初期难以控制试用用户范围，从而可能对用户

体验和网络口碑造成影响。

b）无法针对5G流量制订单独的计费政策。

c）无法使用5G QoS制订用户策略。

d）用户国际漫出到有 5G接入限制能力的国际运

营商网络时，将无法使用5G业务。

e）由于 SGW、PGW没有升级，难以保证单用户获

得足够带宽，从而无法保证5G用户（含国际漫入用户）

的增强型移动宽带业务体验。

4 结束语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针对 5G NSA阶段相比 4G
核心网增强的七大功能，运营商在标准升级方案之

外，可以根据自身的市场策略选择采用多种核心网简

化升级方案，从而不同程度地提高网络升级效率，降

低升级风险。

考虑到NSA阶段的过渡作用，越早完成升级，就

可以更多发挥其过渡期的品牌和竞争作用。采用

NSA架构在 5G初期实现更快速的 5G建网、合作伙伴

拓展与宣传的同时，毫无疑问，各大运营商将继续聚

焦 5G独立组网与全 5G场景支持能力，积极推动 SA全

产业链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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