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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与5G齐飞

引言

Introduction

Wi-Fi 6 和 5G，将要给高校的无线网络建设带来什么变化？5G 时代，高教的无线网络，该怎

么来建设？

本文主要阐述在 3G、4G 乃至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针对高校网络建设，锐捷如何通过移动通

信网和 Wi-Fi 网络实现“连接融合、联合部署”。本文将分为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从技术

的角度比较 Wi-Fi 6 和 5G，剖析其技术背后的需求设计。第二部分，通过分析高校中典型的场

景模型，给出网络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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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0 年左右马可尼提出无线电，到今天已经过了 120 年，整个无线通信发展出了非常多的技术。

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几十种无线通信技术，其中最成功三种，形成了一个无线通信的三国江湖——移动

通信网（城市级网络）、无线局域网（楼宇级网络）和无线个域网（房间级网络）。

无线局域网最成功的技术就是 Wi-Fi，第一代的 Wi-Fi 1（11b）在 1997 年诞生。Wi-Fi 以前被称为

11b、11a、11g、11n 和 11ac，都是用字母来作代号。2018 年，Wi-Fi 联盟统一成用数字代号，也就是

Wi-Fi 1 到 Wi-Fi 6。Wi-Fi 6 在 2018 年正式开始产品商用。截止到 2018 年，Wi-Fi 类的终端存量

有 130 亿以上，包括大家使用的每一部的手机、平板电脑、每部 PC，还有更多智能设备。每年新增的

Wi-Fi 终端的数量超过 40 亿个，是地球上人类的 2/3。

移动通信，从 90 年代 GSM 开始，到 2G、3G、4G 以及 5G 发展下来，就是运营商在城市里，布了一

个大家都可以共享的无线网。到 2018 年，移动通信网已经具有 80 亿以上的用户，而每年新增的终

端有 15 亿以上，到 5G 时代这个数字会更多。

最成功的三种无线通信方式

移动通信

Wi-Fi通信

无线个域网最成功的技术叫做蓝牙，蓝牙也是在 90 年代时推出了第一代，持续更新到蓝牙 5.0。截

止 2018 年，蓝牙的设备终端数量已经超过 150 亿，主要用在蓝牙耳机、蓝牙音箱、鼠标键盘等个人

应用上，每年增长的终端超过 50 亿。

蓝牙通信

未来也会广泛存在的三国江湖无线协议的三国江湖

5G的主要技术

5G特性

基于这三种技术的终端，其存亡数量和新增数量基本上可以达到地球上的人类每人一个，这个数量

决定了这三种技术不可能会消亡。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终端仍然会广泛存在于大众的生活

和生产中。目前，这些技术已经发展到第五到第六代，这也说明这些技术非常成功，也非常成熟。未来，

无线技术在这三条路上一定依然以这三种协议和技术为主，不会出现谁替代谁的情况。

图：无线协议的三国江湖

移动通信网
（城市级）

无线局域网
（楼宇级）

无线个域网
（房间级）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存量终端：150亿+
年增终端：51亿+

存量终端：130亿+
年增终端：40亿+

存量终端：80亿+
年增终端：15亿+

GSM

Wi-Fi 1

BT 1.0

Wi-Fi 6

BT 2.0

Wi-Fi 2

2G

BT 3.0

Wi-Fi 3

3G

BT 4.0

Wi-Fi 4

4G

BT 5.0

Wi-Fi 5

5G

eMBB
超大带宽的网络

智能家居

智慧城市

mMTC
超大连接物联网

uRLLC
超可靠超低时延

自动驾驶

工业控制

AR/VR

随时随地办公

ms时延百万/km2

Gbps速率

图：5G技术特性

万物互联

4G（现今，进一步发展前）5g

延时

峰值数据速率

移动连接数

通道带宽

频段

10ms

1Gbps

80亿个（2016）

20MHz
200MHz(适用于Cat-NB1 loT)

600MHz至5.925GHz

小于1ms

20Gbps

110亿个（2012年）

100MHz(5GHz以下)
400MHz(5GHz以上)

600MHz-毫米波（例如，28GHz, 39GHz，
乃至80GHz）

5G协议提出eMBB，mMTC和

URLLC三大切片（场景），并对此

定义了技术指标

5G 的特性非常多，关键特性分别是 eMBB（具备超大带宽的网络）、mMTC（超大连接的物联网）和

uRLLC（高可靠低时延的网络）。5G 并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技术，也不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5G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4G 技术的一个延续性更新。它采用的一些关键技术，基本上是 4G 技术的提

升。比如，频宽，4G 频宽是 20 兆，而 5G 现在开放的频段是 100 兆；天线，4G 典型的是 4 发 4 收或

者 8 发 8 收，而 5G 是 64 发 64 收；另外，5G 还有更高的调制解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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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信号处理的技术使其带宽变得非常高，但 5G 真正革命性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带宽变高、上网

更快。真正的革命性在于下面两个技术：

mMTC，超大连接的物联网，它可以支持百万级的物联网终端连接，针对全球网、全国网、城市网

络。比如，水表、电表、燃气等的抄表，共享单车、智能井盖、智能路灯等都可以用到。

uRLCC，高可靠低时延网络，主要面向生产类和自动驾驶类的应用。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就

需要承载在这样的网络上，才能满足各种瞬息万变的路况和突发情况，并能做到实时响应；比

如，生产车间的实时控制以及港口控制部分自动化的设备，塔吊、机器人等，都需要低时延的无线

网络来承载。

5G带来的想象力

5G 是一个国家战略，要一直推广，这并不仅仅是让老百姓更快上网；而是，超大连接的网络以及超

低时延的网络，会给整个社会的自动化带来非常大的促进和变革。

5G是国家战略

从标准看，2019 年，eMBB（具备超大带宽的网络）的标准已经成熟了，2019 年会预商用。运营商已

经在一些城市里陆续进行性能测试，为正式商用做准备。mMTC（超大连接的物联网）和 uRLLC（高

可靠低时延的网络）的网络标准，将于 2020 后完成。

国内的三大运营商，目前都在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 5G 网络。2018 年，工信部就分配了 5G 频率

给移动、电信、联通。2019 年，三大运营商都会预商用，而且工信部会发布牌照，开启规模部署的商

用节奏。

2020 年和 2021 年，5G 的应用主要以室外的宏站为主，满足一些城市或者整个城市级的应用。

运营商的部署也会以先满足信号的覆盖、满足街道街区为主，主要包括一些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区

域覆盖。真正要做到室内全方位覆盖，需要等到 2022 年以后，采用室内小基站作为 5G 的室内覆

盖方案。

这就是整个 5G 产业链和 5G 网络部署的节奏，可以看出，5G 网络的建设投入会非常巨大。4G

整个基站的投入是数万亿级，而 5G 的频率更高，覆盖范围更小，部署基站的投入可能会达到 4G

的 3- 5 倍。所以，运营商会分阶段分步骤来实施。

预测到 2020 年，共用上网的 5G 网络会实现小规模商用，真正可量产的 5G 手机会上市。到 2021年，

基于 5G 网络的上网服务将会开始普及，5G 的手机也会规模上市。到 2021 年，5G 手机可能只会占

到差不多 20%，主要应用在一些高端手机上。2022 年之后，5G 手机会成为主流。

从标准看

从终端看

运营商的节奏

5G产业链现状和预测

图：5G产业链现状和预测

Wi-Fi 6的关键技术 

图:Wi-Fi 6技术特性

图：5G和4G技术对比

OFDMA多址方案
使多用户传输更均衡、有序

8*8天线的MU-MIMO
提升带宽同时扩展覆盖距离

协商式的智能节电方案（TWT）
使物联网设备更加节能

更高的调制速率1024QAM
进一步提升极限带宽

高并发的空间复用（SR）特性
多AP部署的整网带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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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G产业链现状和预测

5G试验推动技术和产业成熟

阶段1：5G技术研发实验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5G技术研发试验

IMT-2020（5G）推进组负责组织，重点推动我
国5G核心技术研发，验证5G技术方案设计，支
撑国际标准制定，提升产品功能完备度，推进
5G产业发展，为5G产品研发实验奠定基础

阶段1：5G产品研发实验

Step1:
关键技术验证

Step2:
技术方案验证

Step3:
系统验证

城市规模组网

5G产品研发试验

以运营商为主导，优化产品性能，验证网络规划
优化方案，提高产业成熟度，积累商用部署经验

运营商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频段 2515-2675MHz
4800-4900MHz

3400-3500MHz 3500-3600MHz

带宽 260MHz 100MHz 100MHz

标准和产业链预测

2019：eMMB预商用，uRLLC,mMTC标准完成

2020：eMMB小规模商用，5G部分手机量产上市

2021：eMMB规模商用，5G手机规模上市

2022~：5G手机成为主流

国内运营商建网预测

2018：完成频段分配

2019：预商用，发放牌照

2020：小规模商用，以室外宏站为主

2021：规模商用，以室外宏站为主

2022~：全面建设覆盖，以室内小基站为主

上行链路波形 单载波频分多址（SC-FDM） 循环前缀正交频分复用（CP-OFDM）选项

6GHz以下的5G频段在2.5GHz及以上时为
+26dBm

+23分贝- 毫 瓦（dBm），允许
+26dBm HPUE的2.5GHz时分
双工（TDD）频段41除外loT在
+20dBm时具有较低功率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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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QAM（更高速率的调制），带来的改善是进一步提升极限带宽。上一代 Wi-Fi 4，理论上能

达到 1.7Gbps 的连接速率。到 Wi-Fi 6 之后，极限带宽可以达到 4.8 个 Gbps。

OFDMA（正交频分多址），这是从 4G 技术引入 Wi-Fi 的一个技术，解决了多用户传输的均衡性

问题，使得多用户通信更有序，从而提升 Wi-Fi 的体验和效率。

8*8 的天线 UL/DL MU-MIMO（多用户多进多出）技术，使 AP 同时可以与更多的终端用户进

行通信，更大地提升并发带宽和系统容量。

BSS-Color（空间复用技术），解决高密场景下多 AP 部署时，AP 和 AP 之间如何减少干扰、达

到最大信道空间复用率的问题，从而提升整个网络带宽。

智能节电方案 TWT（目标唤醒时间），用于各种物联网终端。很多物联网终需要依靠电池供电，

面临能耗问题。让一块电池使用一年或两年甚至更长，就是这个技术的目标，可以使很多种物联

网的设备用 Wi-Fi 更高速通信。

Wi-Fi 6是新一代的Wi-Fi，引入了五个关键的新技术

2018 年，Wi-Fi 6 的技术标准成熟，首批产品商用，部分先进高校 / 大企业选用技术领先的产品，实

现小规模商用。2019 年，Wi-Fi 6 的 AP 出货量会占到 20%，在中高端的客户场景变成主流选择，开

始大规模商用。2020 年，Wi-Fi 6 会全面取代 Wi-Fi 5，成为整个企业网建设的主流，出货量会占到

50% 以上，成为基础网络建设的标准。

回顾一下 Wi-Fi 5 （802.11ac）的发展过程，从诞生到完全替代上一代 Wi-Fi 4 （802.11n），在教育行

业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替代。Wi-Fi 6 节奏与 Wi-Fi 5 基本类似。

图：覆盖和性能的综合对比

Wi-Fi 6的产业链状况和预测

5G和Wi-Fi 6的特性对比

从标准看

5G 的场景以室外为主，考虑的是广覆盖、连续性和可移动性；Wi-Fi 6 的场景以室内为主，考虑的是

近距离、高密度覆盖和高性能。

从信号和频宽上看，5G 使用 256QAM 的调制方式，以及 100 兆赫兹的单载波频宽。相比较而言，

Wi-Fi 6 使用 1024QAM 的调制方式，以及最高 160MHz 的单载波频宽。可以看出，Wi-Fi 6 采用的

调制技术和频宽，比 5G 高很多。这是因为 Wi-Fi 6 的传输距离近。5G 考虑大范围的距离，Wi-Fi 6

则主要考虑 10m-20m 的覆盖范围，近距离下的传输带宽非常高。

适用场景

信号和频宽

从调度方式看，5G 采用基站总负责协调，用基站的核心网络指挥大量终端。而 Wi-Fi 6 则采用了协

调 + 竞争的方式。Wi-Fi 5 以前完全是竞争，无线 AP 和终端经常会出现不均衡的情况，终端一多整

个带宽就不足。这就是在万人大会上无线信号很强、但是无法通信的原因。因为 Wi-Fi 5 是完全竞争，

大量的竞争冲突使得传输效率急速降低。而 Wi-Fi 6 则引入了 OFDMA，使得无线 AP 可以协调终

端的收发行为，让整网的传输更有序，最大可能地减少冲突。

调度方式

从覆盖和性能上的综合对比

一般来说，对于新通信标准的应用，手机会最早发布。2019 年 2 月，三星在全球首发了一款 Wi-Fi 6

手机，小米发布了搭载了 Wi-Fi 6 的芯片的小米 9。2019 年 9 月，苹果发布的新 iPhone 一定会搭

载 Wi-Fi 6。2019 年，主流的芯片厂商都会推出 Wi-Fi 6 的手机芯片组，手机厂商也都会在旗舰型号

上导入 Wi-Fi 6。2020 年，Wi-Fi 6 基本变成主流。

从终端看

• •

• 256QAM 100MHz • 1024QAM 80MHz+260MHz

• TDMA+OFDMA • + CSMA+OFDMA

• 64T64R 20Gbps • 8T8R 10Gbps

• 1.5G~2Gbps 4T4R • 1.5~2Gbps 4T4R +2T2R 

• 5000~10000 • 500~1000

•
•

•
•

理论速率，5G 可以到 20Gbps，Wi-Fi 6 可以到 10Gbps。这中间的差别主要是因为，5G 最高支持

64 个天线，而 64 发 64 收的天线非常大，使其主要用在室外。典型的室内单台设备类型，5G 的吞吐

吞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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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建设和管理的综合对比

从建设和管理上的综合对比

再看单设备的覆盖范围，5G 的一个室外基站的覆盖是公里级，在室内一般会采用小基站或者室分系

统。为了降低覆盖成本，5G 单个容量小区的覆盖范围在五千到一万平米，差不多一层到两层楼的范

围。Wi-Fi 的1个AP可以覆盖一个大会议室，或者一个大办公室的几个房间，每个AP 提供单独容量，

覆盖范围差不多是五百到一千平米。在室内，Wi-Fi 和 5G 的单小区覆盖范围差不多相差十倍。这样

部署的结果导致，虽然单小区的性能差不多，但是平均到每个平米和平均到每个人，5G 的性能可能

只有 Wi-Fi 性能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所以，5G 首先满足的是广覆盖而非高带宽。

覆盖范围

5G 的体验相比 4G，覆盖更广，移动性会非常好，个人体验将再也感觉不到漫游。而劣势就是，当人

员密集的时候，5G 分配到每个人身上的带宽并不多，一万平米一个基站，一个点几个 Gpbs，如果

人多到上千的情况下，使用体验就明显下降了。

Wi- Fi 的优劣势，刚好和 5G 互补，其优点在于高密度下的高带宽。Wi- Fi 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省电。

用 4G 访问网络，时间稍长，手机就会很烫，电池刷刷往下掉；用 Wi- Fi 则会省电很多。Wi- Fi 的

劣势在于需要认证，而且是私有网，覆盖不连续。就像学校的 Wi- Fi，一出学校就没有了，不会像

5G 那么连续。

个人体验

从网络建设的管理权来看，5G 的建设和管理权都是运营商负责和主导，业主（高校）只能有使用权。

而 Wi-Fi 则是私有网络，业主完全具备建设权、管理权和使用权。

网络管控

从建网标准来看，运营商在建网时首先考虑的是收益导向，不能保证业主的投资收益比。而 Wi-Fi 网

络是业主的业务导向，有什么业务，由自己来制定建网的标准。

建网标准

从部署方式来看，如果使用 5G，学校的业务基本上都要部署在公网或者云端，即使部署在内网，也必

须要有一个公网的地址从外面访问进来，所有的数据都要通过公共网走一遍。部署 Wi-Fi，整个业务

都可以部署在内网、局域网里运行。从经验来看，业主一定会有大量的私有网络资源需要访问和被访

问。

部署方式

5G 的部署时间遵循运营商的部署计划，运营商首先考虑的是室外部署，学校是不是在整个建设的

计划范围内，其实并不能掌握；而 Wi-Fi 则完全自主，业主能自行掌握计划。

部署时间

运营商从收益角度考虑，一般是部署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场所，比如实验

室、科研基地等，人不多但是很重要，运营商就不一定会部署。Wi-Fi 6 完全可以去自己按照需要来部

署。

部署地点

从终端的支持来看，手机应用 4G 已经完全普及。5G 预计判断到 2020 至 2024 年才会慢慢普及。

而 PC 和 Pad 对运营商的支持会更慢。比如，现在内置 4G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仍然不超过 20%；比

如，智能办公所使用的智能投屏的大屏、语音智能办公设备，目前也不支持 4G 或者 5G。Wi-Fi 在这

几类产品上才是标配。所以说，未来二到三年，Wi-Fi 6 一定会变成这类设备的主流。

终端支持

• •

• KPI •

• •

• •

• •

• 2020~2024
• PC/PAD
•

• WiFi5 WiFi6 2019~2022
• PC/PAD WiFi5 WiFi6 2019~2022
• WiFi5 WiFi6 

在 1.5Gbps 到 2Gbps，不可能都使用那么大的天线。大部分室内部署小基站，一般是 4*4，带宽是

1.5Gbps-2Gbps。Wi-Fi 是 4T4R（4 个 发 射 天 线 和 4 个 接 收 天 线），典 型 的 性 能 也 在

1.5Gbps-2Gbps。所以，单设备的性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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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场景，典型的大开间，人员很密集，人均 2 平方米左右，有些阶梯教室可能会上百人。主要应用教

学类的业务，访问教学资源就意味着肯定是在内网访问。可以看到，

智慧教室和互动式教学是未来教学的大趋势，这种互动教学一定会涉及到移动交互。还有一些现场

教学会采用 VR 设备，比如已经应用的医学、外语。这些都是网络高带宽应用，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大开间、密集人员、大流量

多样化的校园建筑和场景

一所校园相当于一个小社会，里面有很多特色分明的建筑，有宿舍、教室、图书馆、办公楼，一些户外

的场馆，还有风景如画的室外设施等，这里有很多不同的业务需求。

教室场景的分析和建议
图书馆场景，特点是大开间，而且人更多，现在学生自带电脑已经非常普及，上图书馆都会用笔记本电

脑，主要的应用包括内网资料查询、外网教育资源访问、视频观看等多种丰富的方式，带宽需求增大。

此外，图书馆里会有更多物联网应用，比如图书追踪、借阅管理等。

笔记本和物联网需求逐渐增多

这种场景既会用到 RFID，也会用到 Wi-Fi。所以，从性能

和新智能终端的角度考虑，建议以 Wi-Fi 为主、5G 为辅

的方式建设网络。Wi-Fi 推荐部署三射频 Wi-Fi 6 设备，

同时加可扩展物联网的插件，为 PC 提供高密度和高性

能访问，为物联网设备提供局域网接入，满足学生上网

和智慧物联网应用两种需求。比较而言，在这个场景，5G

的性能也还不错，但是 5G 对 PC 和物联网设备兼容性

不足，所以采用 5G 支撑以手机为主的互联网业务。

Wi-Fi 为主，5G 为辅

图书馆场景的分析和建议

图：丰富多样的高校场景

高校拥有鲜明的建筑群特色和用户行为特色，比较典型的有宿舍，教室，图书馆，办公楼等

30人同时观看VR视频，一台AP850- I搞定！

全球市场VR/AR出货量及连接类型预测（Source:Wireless X labs, ABI Research）

《VR视频，运营商在蓬勃发展市场中的机遇》

图像质量

基本智能手机 VR

4KVR

8KVR

12KVR
( 相当于高清电视体验 ) 3840*2160 120fps 0.6-1.4Gbps 802.11ax,WiGig

5G1920*1920 90fps 120-200Mbps 802.11ax,WiGig

5G

1200*1080 90fps 50Mbps 802.11ax,WiGig LTE-A Pro

320*180 30fps 6Mbps Wi-Fi LTE

图像质量 帧率 带宽 无线网络 移动网络 

建议以 Wi-Fi 为主、5G 为辅搭建网络。每个教室部一

台无线 AP，推荐采用三射频的 Wi-Fi 6 设备，为每个

教室里提供超过一个 Gpbs 的吞吐，满足 100 个学生

使用。测试显示，30 个用户同时在一个房间里面观看

VR，每个 VR 的带宽超过 30 兆，这就是未来教室的业

务模型。相比较而言，5G 的一个基站需要覆盖一个楼

层，十几间教室共享一个 5G 基站，这个带宽根本无法支撑未来的智慧教室和互动教学。所以，建议用

5G 作为辅助，支撑普通手机的访问互联网应用，用 Wi-Fi 来支撑教学应用。

Wi-Fi为主，5G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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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办公楼场景，类似写字楼格局，人员并不密集，但是房间多，业务主要以校内局域网资源为主，有

一定保密性的要求，比如一些涉密的科研类或者校内安全性的资源访问。办公桌上的访问以 PC 为

主，投影、打印机、会议设备等智能办公设备会逐渐增多，也会有无线投屏、无线会议等办公应用。

科研和办公对自主性和安全性要求高

建议的网络建设模式也是 Wi-Fi 为主、5G 为辅。因为房间不是特别大，人也不是特别多，推荐部署双

流双频对普通吸顶 AP 或面板 AP，为 PC 提供局域网保密性内容访问，为办公设备提供局域网接

入。。这种场景下，5G 性能基本够用但对 PC 和智能办公设备兼容性不足，公网保密性不足，所以采

用 5G 支撑以手机为主的互联网业务。

Wi-Fi 为主，5G 为辅

5G 是否可以满足 100Mbps 以上的接入带宽，其实很难，纯 5G 部署满足这样的需求很有挑战。按

照运营商典型的部署，在宿舍里部署小基站，把一个 BBU（基站）部署在弱电间，pRRU（射频）部署到

走廊。那么，20 到 30 个宿舍房间共享一个基站、共用一个小区带宽，按照一个小区提供一个 1Gpbs

到 1.5Gpbs 的吞吐来计算，每个房间在使用高峰期只会有 30Mbps 带宽，宿舍的高峰期会持续长达

4 个小时以上，这与目前 100Mbps 左右带宽的需求有非常大的差距。

未来 3-5 年，这种传统的部署方法一定无法满足宿舍上网需求。当然，运营商也可以逐步改善部署，

提升容量，进行小区分裂，5 到 6 个房间部署一个小区，但是这也意味着建设成本提升 4 倍，几乎不

可接受。

纯5G部署性能吃紧，高峰期带宽不足

在宿舍还存在非常明显的流量被抑制的问题。预计 2024 年，DOU 会增长 5~10 倍以上，但是 5G 用

户迁移不够快。2024 年，预计 5G 用户占比 40%，4G 用户仍然有 60%。5~10 倍的 DOU 增长需求

就是 4G 基站的容量增长为 60%*（5~10），也就是现在的 3~6 倍。现实是这部分的流量既不能被

4G 承载，也不会被 5G 承载；如果没有 Wi-Fi，网络需求会被持续抑制。

流量被抑制

科研楼办公楼场景的分析和
建议

宿舍场景的分析和建议

校园里最有特色的场景就是宿舍。宿舍是一个相当密集又互相隔间的空间，每个空间 4 到 8 人；

学生在宿舍里主要以娱乐为主，有明显流量潮汐，每天晚上 8 点到 12 点是重度用网时段，高峰业

务要求大。WIS 网优云平台上的 2,500 多所高校无线体验数据显示，学生用网的大部分应用来自

于手机视频，每人每个月的 Wi- Fi 使用量超过 20GB。据工信部 2018 年的统计数据，4G 的

DOU（平均每户每月上网流量）大概为 5GB，Wi- Fi 的使用量是 4G 的四倍。预计到 2022 年，人

均带宽需求量超过 25Mbps，这就意味着每个宿舍都要提供 100Mbps 以上的接入带宽。

宿舍是重度又隔离的特殊用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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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与 Wi-Fi 互为补充

高校的文体公共设施场景，包括室外开阔的活动区和大型的文体场馆。主要需求是师生用手机来访

问互联网，应用多为即时通信、娱乐等。短期内看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需求变化，可能带宽需求会提升一

点。

开阔环境访问互联网

这个场景，建议以 5G 为主、Wi-Fi 为辅部署网络。因为 5G 天生就擅长满足娱乐需求，即时通信具有

低带宽、低时延要求，这是 5G 的强项；其他的应用，5G 的性能也够用，而且能够满足大范围连续覆

盖，没有漫游，体验非常好。相对而言，Wi-Fi 6 并不是不能部署，只是这些场景里，Wi-Fi 的建设成本

反而会更高，比如需要爬到场馆的顶上去部署 AP。当然，也可以在一些关键区域去做热点覆盖，满足

PC 或者集会的需要。

5G为主，Wi-Fi为辅

公共设施场景的分析和建议

图：高校宿舍网建设建议

所以，建议在宿舍部署 Wi-Fi 和 5G，二者互为补充，不区分谁为主谁为次。部署 Wi-Fi6 面板 AP入室，或者采用

易管理的智分入室方案，为大流量应用提供低成本、大带宽接入。5G 满足学生低流量的应用，比如即时通讯，聊

天，上网等；晚上高峰期 5G 无法支撑的时候，使用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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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更像出租车，不用花钱买，要花钱租，必须支付 5G 的流量费，好处是连续性更好，就像人们在哪

个城市都能打到出租车；但是个性化和私密化会不足，有时候叫车叫不到，有时候车况很差；也不

是什么都能载，比如自行车就不让装在出租车里；另外，出租车也不是哪里都会去，可能会根据回程

收益多收钱或者拒载。 

Wi-Fi 6 就像私家车，要花钱买，但是用得自由。缺点是连续性不足，如果出差到其他城市，自己的车

肯定开不了。好处是，只要在本地就可以随时用，而且车况有保障，几乎什么都能载，哪里都能去。

Wi-Fi与5G优劣势总结
总结来说，高校无线网建设，建议如下：

综合了以上几个方面，建议在高校，融合 Wi-Fi 和 5G 建设一个兼容网络，基于负载和业务类型，分场

景、分重点的采用 5G 和 Wi-Fi 6 做网络部署，最终实现连续的、高效的、安全的无线覆盖。

性能和带载，必须要考虑整个容量需求、业务应用的需求以及终端的支持情况

管理和安全，必须整体考虑校内资源的访问控制

必须考虑未来 2-3 年业务的扩展

Wi-Fi与5G齐飞

宿舍、教室等高密大
流量场景性能问题

权限控制问题，部署和
维护的主导权问题

PC类终端和专用终端如
VR,PAD等的支持问题

校内应用系统 公网应用系统

校内局域网

VPN专网

Wi-Fi 6 loT
无线接入层

5G NR基站

移动通信网

校务 资产 安防

科研 教学

网页 游戏 视频

咨询 社交

权限控制问题，部署
和维护的主导权问题

容量

管理

终端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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