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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参数调整在应急通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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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在各种应急通信处理措施中，无线参数的调整是比较方便和低成本的方法之一，本文以美食节应急通

信处理为例，介绍了如何通过调整无线参数进行疏导话务的方法，通过这种无线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周边基

站进行话务疏导，提高网络的利用率，降低美食节区域周边基站拥塞程度。对于其他类似活动的应急话务保障，如

烟花晚会、糖果节和各种会展活动等，都可以采用类似方法对活动区域周边的基站进行处理来疏导话务，因此，无线

参数的调整虽然具有比较复杂，而且各个参数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只要处理合适，就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对于应急通信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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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

节日庆祝活动接连不断，经常导致某个短时间内大

量用户聚集在某个小区域，造成该区域内信道资源

紧张，为了最大限度保障用户的正常通话，必须采用

各种方法来疏导话务。

应对这样的情况，处理方法比较多，比如加开应

急通信车、临时将活动地点的小区载频进行扩容等，

这些方法都是硬件扩容，有一定的容量限制。在硬

件扩容已经达到满配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调整周

边小区无线参数的方式进行软扩容［A］，最大限度地

利用现有网络资源吸收话务。

A 应急通信处理概况和一些基本概念

笔者以一个美食节为例来说明在应急通信中的

无线处理方法。如图 A 所示，矩形区域为美食节区

域，在美食节区域周围有 + 个基站分别是金海、海田

和金沙（其中的三角形表示基站的扇区），在已经采

取了对周边硬件扩容和加开应急通信车的情况下，

仍然不能够满足该区域应急通信模型话务量的容量

测算要求［"］，就需要对周边的小区参数做相应的调

整，以便最大限度保障该地域用户的正常通话。

为了便于理解，有必要先对一些文中涉及到的

相关参数含义进行说明。

A@ A !A 和 !" 参数解释

!A H IJKL?! IJKL?MF11L==MNO6!

NFJ（（N=MDJPQIMNFJM11R! "），#）

!" H !A S >:((I:;:(:><T00;:<!
<:7U,-/-)T00;:<!#（U:./(<)D57:! $）

其中，当 % V # 时，#（%）H A；当 % W H # 时，#（%）H #。

参数的设置需要考虑以下一些情况。

A）当业务量较大，而且通信质量较差时，一般

希望移动台尽可能不要工作于该小区。这种情况

下，可以设置 U:./(<)D57: 为 CB#，因此，<:7U,-/-)T00G
;:< 对小区重选参数 !" 没有影响。!" 的数值等于

!A 减 >:((I:;:(:><T00;:<，此时 !" 值被人为地降低，

从而使移动台以该小区作为重选的可能性降低。

"）对于业务量很小的小区，为了让其吸收更多

的话务，起到一种话务均衡的作用，建议将 >:((I:;:G
(:><T00;:< 值设定在 # X "# YZ7 之间，<:7U,-/-)T00;:<
一般建议设置为与 >:((I:;:(:><T00;:< 相同或略高于

>:((I:;:(:><T00;:<。建议将 U:./(<)D57: 的值设置为

"# 或 B#，主要是为了避免移动台的小区重选过于频

繁［+］。

+）对于业务量一般的小区，一般建议将 >:((I:G
;:(:><T00;:< 值设置为 #，U:./(<)D57: 设置为 CB#，从

而使 !" H !A。!" 参数的设置是基于每个小区的，

但小区重选是基于相邻小区的，因此在设置这些参

数时必须注意相邻小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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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指小区重选偏滞，通过 调 整

#&* 值可以调整各小区的 !" 值，从而达到影响小

区重选的目的，注意这个参数仅仅对 "#$%&" 才有

效。

!! , %""&’(
-##./0 是 指 手 机 接 入 门 限 电 平，适 当 提 高

-##./0，使小区有效覆盖范围缩小，-##./0 一般

不小于 1 23 456，但这也有产生新盲区的问题。

!! 7 &%)#*+
.-8&9: 指当手机随机接入失败时可以重试

的最大次数，当手机重试了 .-8&9: 次仍未成功，

则进行小区重选。一般说来，.-8&9: 的初始值设

置为 ;，过多的尝试只能白白增加随机接入的失败

次数（当 &8<9= 较低或拥塞），并使系统的信令负

荷增加，影响系统的性能。如果接收到此小区的信

号很差，就算偶然接入也很可能掉话，因此在优化中

作者将接入成功率不高或拥塞或作为高山站的小区

的 .-8&9: 改为 7，部分改为 "。

图 !> 应急通信地点示意图

" 应急通信无线参数调整方法

有了上面的一些参数介绍，就可以结合具体的

应用来进行无线参数的调整。在实际的应急通信处

理中，往往需要开应急通信车和对周边区域基站扩

容外，可能还需要对硬件进行调整，但是硬件的调整

往往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并且可能较难实现，或者

是硬件调整后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时就可以

考虑对小区的无线参数进行调整，这就是本文要讨

论的重点。

"? ! 话务分担、整切换参数

当出现话务忙时，把该小区的话务分担到周围

不忙的小区去，这是最基本处理原则。要进行话务

分担，就涉及到切换问题。切换是移动通信系统所

特有的，也是无线网络中一个重要的特性，它可以使

话务从一个小区转移到另一个小区，合理设置切换

算法和切换门限，可以很好地均衡话务，达到疏导话

务的目的。但应注意若切换算法和切换门限设置不

合理，将会引起掉话次数增加，这是在网络优化中应

避免的。例如海田 ! 小区忙，就可分担到不忙的海

田 " 小区，这是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7］。

为了便于理解，首先简单说明切换产生的条件。

切换产生基于以下 @ 个条件：ABCDE%F)G（DH%FIJ、4KLIM
%FIJ）、FI)$A+$A$I($（DH%FIJ、4KLI%FIJ）、AB%$N$%（DH%FIJ、

4KLI%FIJ）、4F’)EI($（ )F6FIO E4NEI($）、HKL$A PD4O$)，
前面 7 种条件将产生紧急切换，功率预算（Q5R:）是

引起切换的主要原因，其计算公式为

Q5R:（’）S［./0（.TU:8QV&U.-8，"）!
&8<9=UW<! QV&U#UW］!

［./0（.TU:8QV&U.-8，"）! &8<9=UW<］

其中，" 为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QV&U#UW S .-8U
:8U5:T! 5:T 的实际输出功率［@］。

在不同类型的切换算法中，Q5R:（’）大于切换

门限值是一个基本触发条件，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

切换门限值来控制切换的难易程度。在由 AB%$N 和

ABCDE% 触发 的 切 换 中，若 满 足 相 应 的 切 换 条 件 且

Q5R:（’）大于切换门限值时，发出切换请求［X］。切

换门限值越小，呼叫越容易切换出去。可通过设置

该值，把忙区话务转移到闲区。

&<0&#：#9<< S ((!，#9<<& S (("，YZ[T: S
;，Y*\\T9:0 S@，<Z[T:（切换 ) 算法滞后量）S ;，

<*\\T9:0 S@。此时收缩海田 ! 的覆盖范围，让海

田 " 分 担 话 务。YZ[T: S <Z[T:，Y*\\T9:0 S
<*\T9:0，YZ[T: ] Y*\\T9:0（负偏移），一般只能

取奇数值。

"? " 发射功率调整

系统还可以通过对基站的发射功率调整达到改

变覆盖范围的目的，通过改变该参数取值也可进行

话务调整。对于忙小区的发射功率可以适当降低，

将空闲小区的发射功率适当提高，这样就可以达到

调整话务的目的。但应注意降低发射功率，不论是

硬件调整还是参数调整，均有可能影响网络覆盖和

通话质量。

在本例中，作者采取降低忙小区的发射功率、增

加周围空闲邻区的发射功率来分担话务。将美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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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忙的基站的功率降低，同时将周边较远的基站

的发射功率提高，达到吸引美食节话务的目的。

!"#$#：#%"" & !!’，()$*!( & +’，()$*!, &
+’（+’ -(. 为新设置的功率）；

!""/#：#%"" & !!’，(),0$*! &+1，()$*! &
+1（+1-(. 为 "/# 参数，市区一般与上面的相差 2
-(.）。

34 5 减少忙小区最小接入电平值 6##789
减小忙小区 6##789 的绝对值也是一个非常

简便的方法之一。注意此值调整过大可能造成盲

区，过小可能造成通话质量下降。

本 例 中 可 以 做 这 样 的 调 整：!"))# : #%"" &
!!’，6##789 &;1（一般情况下为 ’<5，且只能为奇

数）。

34 + 调整小区重选参数 #!/ 值

增加周围空闲邻区的小区重选参数 #!/ 值，改

变小区的 "’ 和 "3 值，从而改变小区重选和服务小

区驻留的条件，达到疏导话务的目的。

从前面 "’ # "3 关系和切换原理知道，通过调整

周围空闲邻区的小区重选参数 #!/ 值，从而改变

"’ # "3 值，达到改变服务小区的选择的目的，以此来

调整忙闲小区话务。对忙小区可调整 #!/ 值来减

小 "’ 值，以减少用户选择的机会，从而降低小区话

务。应注意 $%&’(’ 手机只能用 "’ 算法，$%&’(3 手机

才可以用 "3 算法［+］。

34 = 修改忙小区的 760!%, 值

修改美食节周边几个小区的 760!%, 值，一般

为 +，忙的时候可以修改为 3 或者 ’，在此不妨将海

田 3 和金沙 3 小区的 760!%, 值修改为 3，将海田

’、金沙 ’ 小区和金海 ’ 的 760!%, 值修改为 ’。

34 2 增开半速率信道

美食节的话务主要以话音为主，因此可以考虑

对美食节区域周边几个小区的信道增开半速率，增

加可用信道数。半速率可以节省无线载频的投资，

无需额外扩容载频和 6>?@ 接口，无需额外的频率规

划，就能够有效解决突发话务量造成的网络阻塞。

同时，增开半速率信道增加了小区话务量［=］，减少了

话务信道拥塞率，提高了无线呼叫成功率和切换成

功率。

但有一点须注意，增开半速率信道也会带来一

些负面影响，如通话时话音质量有所下降、掉话次数

有所增加，在 # A 8 较差的环境下 B! 语音质量下降

相对于 C! 更为明显。因此，增开半速率信道主要

用来缓解突发话务造成的无线拥塞，不宜将增开半

速率信道作为无线网络扩容的主要手段。

5 结束语

对进行了无线参数优化小区的话务统计表明，

其话务量至少增长了 =D 左右，这样调整后很好地

达到了疏导话务的目的。当然，无线参数的调整还

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这里仅仅列出了一些主要的方

面，同时各个无线参数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在

进行无线参数调整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通过这种

无线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周边基站进行话务疏

导，提高了网络的利用率，降低了美食节区域周边基

站拥塞程度。对于其他类似活动的应急话务保障，

如烟花晚会、糖果节和各种会展活动等，都可以采用

类似方法对活动区域周边的基站进行处理来疏导话

务，因此，无线参数的调整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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