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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资源，变“社会
塔”为“通信塔”

随着5G新频段的逐步应用，
未来5G网络将呈现宏微结合、高
低搭配、室内外协同、高密度组网
的形态，市区和乡镇规划基站间
距由4G的150-500米不等缩小至
80-150米，对站址规划带来深远
影响，既需要通信行业创新建设
能力，又需要社会公共资源的全
面开放，做好资源布局和储备。

“近五年来累计投资100多亿
元，建设交付11 . 8万个需求，超过
行业过去30年建设量的总和。”山
东铁塔工作人员介绍，铁塔公司
通过共享，减少重复建设6 . 3万
座，节约土地2 . 3万亩，为行业节
省投资110多亿元。

传统基站建设普遍采用
宏站高塔的形式，投资

大、占地多、影响城市景观。山东铁
塔探索出“宏微结合、室内外协同、
高低搭配”的多样化综合解决方
案，从满足单站需求向满足覆盖需
求转变，低成本、高效率满足4G覆
盖需求，加快5G网络部署。

各级政府普遍认同了这种综
合共享模式。2018年2月，省经信
委、发改委、通信管理局等九厅局
联合发文，明确“政府主导、铁塔
统筹、开放共享、服务社会”的原
则和工作机制，推进社会资源与
通信铁塔建设统筹共享，加快5G
站址资源储备。省市政府先后与
铁塔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
同建立资源统筹共享机制，促进
通信网络建设。

目前，山东铁塔累计统筹路灯
杆、电力杆、监控杆、小区楼宇等社
会资源263万处，以这些资源为底
盘，山东铁塔将有效实现网络覆盖
综合解决方案的落地。仅在济南一

地，就统筹各类挂高资源超过30万
处，综合解决方案在泉城路、泉城
广场、宽厚里、领秀城、山东大学等
地也得到了成功应用。

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山
东铁塔坚持走绿色和谐可持续发
展道路，开发景观塔、美化树、美
化机房等新颖独特的建筑造型，
打造了泰山“石头”机房、淄博“齐
长城”基站、青岛西海岸啤酒杯塔
等独具特色的地标性建筑，还借
助社会挂高资源，采用微创施工
工艺，使铁塔融入背景、成为风
景，实现塔城融合、“建塔不见塔”
的“无塔化”建设目标。

在济南，根据济南市政府5G行
动计划安排，山东铁塔已协同完成

《5G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
下一步将配合市工信局、规划局完
成市、县(区)的意见征集以及专家
评审。目前，山东铁塔已承接全省
6000多个5G建设需求，已经开通近
400个5G基站，主要分布在济南大
明湖、遥墙机场，以及烟台大学等
密集城区、景点、交通枢纽等区域。
明年年底，山东铁塔将完成全省
10000处以上的配套设施改造，满
足5G全面组网的建设需求。

开放共享，变“通信
塔”为“社会塔”

“凡有人烟的地方就有铁塔，
凡有铁塔就有不间断的供电保
障，就有专业级的维护服务，就能
万物互联。”

网络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满足
各行各业信息化需要。在支撑行
业发展的同时，山东铁塔积极履
行“开放共享，服务社会”的企业
责任，实现“一塔多用”，成为“城

市智慧载体”，为5G技术在公共管
理领域的应用，从铁塔侧提供低
成本、高效率为的服务保障，为我
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贡献更多

“铁塔方案”，惠及更多社会民生。
在济南长清，区政府与山东

铁塔制定5G应用综合方案，联合
打造“智慧新长清”。该项目包括
5G全域监管与5G重点应用场景
两部分功能，利用铁塔挂高资源，
整合部分社会资源，从基础5G技
术的综合智慧监管入手，构建遍
布全区的可视化信息采集网络，
实现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应急管
理等全域可视化监管，并为后期
通过AI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信息
处理奠定基础。此项目预计12月
底完成。建成后，将成为济南市首
个、全省领先的区县级综合信息
化管理平台，助力长清提升城市
智慧化水平。

自然灾害发生后，灾区通信
中断、灾情信息难以传递，是影响
救援决策有效性的关键要素。山
东铁塔汇聚应急通信保障多年经
验，打造了地空一体快速组网、协
同指挥远距搜救的综合通信保障
方案，实现灾区灾情的实时感知。
他们利用空中系留无人机、AR全
景摄像机、六旋翼无人机、固定翼
无人机等，实时把音视频信息回
传到应急指挥云平台，实现多方
协同指挥、大面积巡回搜救。山东
铁塔综合通信保障方案在今年山
东省抗震救灾应急演练、防汛救
灾应急演练中均有亮相，展现了
高水平、现代化的保障能力。

5G时代，共享作为最经济高
效的建设模式，必将得到更加全
面的推广，进而促进行业和社会
高质量协同发展。

55GG到到来来，，山山东东铁铁塔塔做做了了哪哪些些准准备备？？
推动资源共享，实现降本增效与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眨眼的工夫
40Mb的APP下载好了

济南地铁R3线是连接济

南龙奥片区、CBD、新东站以
及遥墙机场的重要轨道交通线
路，计划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开
通。而有望同地铁同步开通的，
便是一张崭新的5G网络。

“在站台区域，我们选择用
新型室分技术进行覆盖。”中国
铁塔山东分公司技术主管刘庆
吉介绍，可以说当人们进入礼
耕路地铁站开始，就已经进入
到了5G环境。现场，刘庆吉还
利用华为5G手机，现场演示了
5G的高速度。大小约为40Mb
的齐鲁壹点手机APP，从刘庆
吉点开“下载”键到下载完成开
始安装，仅仅过了半秒钟。

“按照目前部署，5G时代人
均速率能达到50-100Mbps。当
然这个跟人流量、基站配置有

关。在同一个基站范围内，使用
人数越少，上网速度越快。”刘庆
吉介绍，未来地铁站台以及车厢
内会是人员非常密集的区域，因
此铁塔公司与三家运营商在进
行5G网络建设的设计时，也是
在按照极限模式进行模拟。“通
过建模分析，保证每一台手机都
能接到足够强度的信号，也保证
我们的光纤传输网络能够支持
大流量的数据传输。”

据了解，整个济南R3线共
设13个车站，隧道里程达到了
21 . 6公里。铁塔公司预计未来
配合三家运营商建设78个5G
基站，同时，这也要取决于5G
网络建设规划。“基本上每
600m安装一套设备。5G基站和
4G基站目前是分开的，将来随
着技术发展，部分制式能共用
设备。”刘庆吉说。

一种漏缆兼容3家信号
从2G到5G全部覆盖

尽管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5G手机将“扎堆”上市。但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用户还需要同时使
用5G和4G、3G甚至2G信号。因
此，在济南地铁R3线的施工过
程中，仍然需要实现2G-4G信
号的覆盖。

而5G信号由于其波长较
短，单个基站覆盖范围相对于
4G信号更小。因此对于山东铁
塔公司和三家运营商来说，移动
通信网络建设也需要安装更多
的设备、敷设额外的光缆、电缆，
以更大的投资来满足人们对5G
的使用需要。这在地铁隧道这种
流量密度较大、但空间极为有限
的场景里，显得格外困难。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中国铁
塔总部创新思路，联合亨鑫、中
天两大通信漏缆生产商，在全国
首次推出全频段5G漏缆覆盖技
术，实现一种漏缆兼容三家运营
商2G到5G的全部网络，并在济
南地铁R3线礼耕路至丁家东左
线隧道内试验成功。

在地铁隧道内部的墙壁上，
可以看到两条光缆挂在墙上。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以形象
的想象成这条光缆上被人为打
开了许多个小孔，信号从小孔中
漏出，被车厢内的用户接收到，
因此形成了覆盖。”刘庆吉介绍，
当然其中蕴含的技术，不仅仅是
开几个孔这样简单。

漏缆技术的先进之处，还

在于其可以同时承载2-5G信
号，也就是实现全频段的覆盖。

“利用全频段5G漏缆技术，就
相当于只建设了一条公路，既
可以跑快车，又允许跑慢车，互
不干扰，共存并行！”济南铁塔
通信发展部技术主管傅饶介
绍，“这种技术与5G、4G分开建
设的常规方式相比，少投资
28%，并且极大节省了空间资
源，施工时间也缩短了三分之
一！地铁场景较为复杂，为了保
证信号稳定，我们全部采用成
本更高、但适应性和稳定性更
好的热熔方式连接光电复合
缆。车站里外漏、可见的设备也
全部采用井字形支架和钢丝绳
进行双重固定。” (高寒)

山山东东铁铁塔塔助助力力济济南南RR33线线通通上上55GG网网
半秒钟下载齐鲁壹点APP，全频漏缆覆盖技术全国首次亮相

5G时代，网络先行。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最关
心的，就是城市中的5G网络修得咋样了，速度快不
快，信号稳不稳定。近日，中国铁塔山东分公司联合
华为，已经完成了济南地铁R3线5G线路的初步建设。
而在实地体验中，用户不仅可以享受到半秒钟就可
下载APP的“快”感，还能体会到先进技术带来的全
程覆盖。据了解，采用“漏缆”技术兼容三家运营商2
-5G全部网络全覆盖的方法，还属于全国首创。

5年前，
通信业发生
巨变，国家
整合三家运
营商的铁塔
基础设施资
源，成立铁
塔公司，旨
在 通 过 改
革，推动通
信业内资源
共享、降本
增效，更可
持续、更健
康的发展。
5G到来，成
立已有 5 个
年头的中国
铁塔山东分
公司，将怎
样助力我省
5G建设“快
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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