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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WLAN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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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WLAN，无线网规设计是决定无线网络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 为了给WLAN网络使用者有很好的用户体验，需要做好WLAN网络的规划设计，目的是

通过合理的网络规划来降低WLAN网络信号覆盖盲区、WLAN信号干扰等问题的出现概

率，规划AP接入合理数量的终端，保证各终端的带宽需求，提供更好的WLAN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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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学完本课程后，您将能够：

▫ 描述WLAN网络规划及交付流程

▫ 在WLAN项目中进行需求搜集及工勘

▫ 在WLAN项目中进行信号覆盖分析、业务分析、容量设计及AP设备选型

▫ 在WLAN项目中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信道规划、AP布放设计、供电走线设计及AP安装方式设计

▫ 描述WLAN项目验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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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WLAN规划设计概述

2. WLAN规划设计详解

3. WLAN项目验收

4. WLAN规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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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规划设计理念

针对客户需求，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网络规划与设计，得出AP型号、数量及位置，为提升客户体验打下坚实基础

在交付WLAN项目时，如果没有进行专业的网规设计，项目交付后可能会问题频发

终端信号弱

由于设计AP覆盖距离

时没有考虑AP的发射

功率，导致信号覆盖

出现盲区

终端上网速率慢

并发用户数量越

多，信道竞争越

激烈，相互冲突

的概率也会迅速

增大

同频干扰严重

同频干扰是指两个AP工作频率

相同时互相干扰，导致无线网络

质量变得很差，网速非常慢，甚

至不可用

VIP区域体验不够好

VIP区域是WLAN覆盖的重点区

域，VIP客户的业务和体验需要

重点保障，在方案设计时要单独

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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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
通过

WLAN网络规划及交付流程

• 覆盖方式

• 容量规划

• 频率规划

• 链路预算

• 设备配置与组网

• 配电模式

• 工程施工

• 验收准则

明确需求

方案
通过

N

N

Y

Y

现场工勘

网络方案设计

安装施工

验收测试

结束

调整优化

方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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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选型

WLAN网络规划设计

项目准备1 网络部署设计

信道规划

AP布放设计

3

供电走线设计

现场工勘

网络规划设计2

信号覆盖分析需求收集

• WLAN网络规划的第一步是需求收集

• 与客户沟通澄清需求，明确建网目标，

并获取相关信息（如图纸等）

安装方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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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搜集

需求类型 说明 网规工具支持程度

法规限制 确认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限制和可用信道 -

图纸信息
确认包含比例尺信息的图纸完整性，客户建筑CAD图纸一般可以从基建管
理办公室获得

-

覆盖区域
确认客户要求的重点覆盖区域（如办公区、会议室等）、普通覆盖区域
（如楼梯、卫生间等）

工具中已预制一般项目对重点、普通覆
盖区域的要求，并支持一键式设定

场强要求
对覆盖区域内的信号场强要求，客户技术能力较强时可能会有要求，例如，
重点区域-40 dBm～-65 dBm，普通区域 > -75 dBm

如客户有明确要求，工具中可手工设置，
如无要求，已预制经验数据

接入人数
在当前覆盖区域中的接入终端总数，客户计划在覆盖区域中，有多少人同
时接入。在无线办公场景下，一般按照每人一部手机和一部笔记本考虑，
则接入终端数 = 接入人数 × 2。

已预制经验数据，可修改

终端类型
• 现网终端类型和数量，普通终端如手机、PAD、Notebook，特殊终端
如扫码枪、收银机等。

• 各终端MIMO类型的占比，用于估算AP性能（可选，基于客户技术能力）
-

带宽要求 客户主要规划的主要业务类型和对每个用户的带宽要求 已预制经验数据，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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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搜集（续）

可准备需求搜集Checklist表，通过Checklist表进行客户需求搜集和记录，避免遗漏

需求类型 说明 网规工具支持程度

覆盖方式 客户是否有明确要求，用室内放装/敏分/室外覆盖 支持室内/室外/敏分场景

配电方式 客户对供电方式是否有明确要求，现场有哪些可用供电设施和区域 支持POE绘制

交换机位置 WLAN上连到有线侧交换机的位置 支持交换机和网线绘制



第9页 版权所有©  201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表格表头

表格边框

导航灰底

文字底色

文字边框

WLAN网络规划设计

项目准备1

需求收集

现场工勘

网络部署设计3网络规划设计2

信道规划

AP布放设计

供电走线设计

安装方式设计

• WLAN网络规划的基础是现场工勘。

• 通过现场工勘，可获取终端类型、楼层

高度、建筑材质及衰减、干扰源、新增

障碍物和弱电井等信息，由此可以确定

AP选型、AP安装方式和位置、供电走

线等设计。

• 可借助工具去辅助完成工勘。



第10页 版权所有©  201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表格表头

表格边框

导航灰底

文字底色

文字边框

现场工勘采集信息表

工勘收集信息 信息记录（例） 备注

楼层的层高 普通室内楼层高度3 m
获取镂空区域、大厅或者报告厅等区域的层高信息至关重要。
可借助测距仪测量

建筑材质及衰减注

240 mm砖墙（2.4 GHz 15 dB，5 GHz 
25 dB衰减），80 mm有色厚玻璃（2.4 
GHz 8 dB，5 GHz 10 dB衰减）

获取现场建筑材质的厚度及衰减，如有条件可现场测试衰减。
如无法测试，可通过查询8.4节中表8-6获取

干扰源
检测到有其他Wi-Fi干扰，已在图纸上额
外标注干扰源信息

检测现场是否有干扰，包括手机热点，其他厂家Wi-Fi，非Wi-Fi干扰（如
蓝牙、微波炉等）。
可借助工具（CloudCampus App）记录干扰源信息

新增障碍物 现场有新增隔断，已在图纸上额外标注
确认现场是否与建筑图纸完全一致，对于不一致的区域需重点标注，尽量
拍摄照片记录

现场照片 拍照记录全局照片
现场尽可能多拍摄照片，尽量全面地拍摄现场的照片，用于记录环境、传
递勘测信息

注：在无线网络环境中，由于障碍物对无线信号有着较强的衰减，从而影响用户的最终体验，因此在工勘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并掌

握对未知障碍物衰减测试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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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勘采集信息表（续）

工勘收集信息 信息记录（例） 备注

AP选型 普通放装AP 根据场景选用室内放装式AP、敏捷分布式AP、室外AP或者高密AP

安装方式和位置 吸顶安装在天花板下/壁挂安装在墙上 确定是否能吸顶放装。无法吸顶安装时，考虑挂墙安装或面板安装

弱电井位置 已在图纸上标注弱电井位置 在图纸上标注弱电井位置，用于放置交换机

供电走线 已在图纸上绘制网络走线 在图纸上标注PoE的供电走线。建议PoE网线长度不超过80 m

施工可行性
AP能否布放，到交换机的距离，到供电
点的距离，之间走线是否可行

是否有防火门或者混凝土承重墙打孔困难

室外站点 观察可做站点的主要建筑物及其高度
覆盖区域内或附近的高楼、路灯、铁塔等可以作为AP站点的主要建筑物，
目测其高度

室外传播环境 覆盖区域内信号传播环境
了解现场覆盖区域的大致轮廓，观察覆盖区域周围是否有高楼、树木等
障碍物，有条件的话拍一些区域的照片以备后期使用或存档

特殊要求 漫游丢包率小于1%，时延小于20 ms 用户特殊需求，如漫游的丢包率、时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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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WLAN规划设计概述

2. WLAN规划设计详解

3. WLAN项目验收

4. WLAN规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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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网络规划设计

项目准备1

需求收集

现场工勘

网络部署设计3网络规划设计2

信道规划

AP布放设计

供电走线设计

业务分析

容量设计

安装方式设计设备选型

信号覆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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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设计原则

覆盖良好
（信号好）

目标 需考虑项

AP的布放位置

单AP的覆盖距离

障碍物的信号衰减

验收指标

所有区域的场强
≥ -65dBm

• 覆盖情况，简单地可理解为手机上Wi-Fi信号的格数。

• 为了保证良好的信号覆盖，需综合考虑上述项。

• 场强≥ -65dBm是一个在工程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值，但不同项目可能存在特殊需求。

AP天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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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覆盖区域

覆盖区域 场强要求 一般项目中的典型区域

重点覆盖区域 -40dBm ~ -65dBm 宿舍房间、图书室、教室、酒店房间、大堂、会议室、办公室、展厅等

一般覆盖区域 > -75dBm 过道、厨房、储物室、更衣间等

特殊覆盖区域 N/A
客户基于业务安全或物业等其他原因考虑，限定的覆盖/安装区域或不允许覆盖

/安装的区域

办公室1 办公室2

走 廊

厕所 厕所 会议室

休息室

报告厅

常见覆盖区域场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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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信号衰减分析

办公室1 办公室2

走 廊

厕所 厕所 会议室

休息室

报告厅

需求分析

• 用户的休息室由于条件限制无法

进行AP安装。

• 希望通过报告厅的AP实现信号覆

盖（满足-75dBm场强需求）。

现场工勘

• 现场工勘测得图中“木质

隔板”墙的信号衰减值为

5dBm。

木质隔板

覆盖分析

• 最终信号场强=AP发射功率+天线增益-

传输距离衰减值-障碍物信号衰减

图示手机位置的信号场强=20（AP发射功率建议值）+3（天线增益值）-60（传输距离衰减值）-5（障碍物信号衰减）
=-42（dBm），满足网络规划需求，否则需补充AP

备注：内置天线计算时,常将发射功率和天线增益合并计算，简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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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衰减参考及场强计算

信号场强计算公式：（不考虑干扰、线路耗损等因素）

 最终信号场强 = AP发射功率 + 天线增益–传输距

离衰减值–障碍物信号衰减

 从理论值计算，信号传输距离在20米时，信号场强为

（5.8G）：AP发射功率（20dBm） +天线增益

（全向3dBi）–传输距离衰减值（92dB）–障碍物

信号衰减（0dB）= -69dBm

距离 1m 2m 5m 10m 20m 40m 80m 100m

2.4G 46dB 53.5dB 63.5dB 71dB 78.5dB 86dB 93.6dB 96dB

5.8G 53dB 62dB 74dB 83dB 92dB 101dB 110.1dB 113dB

信号传输距离与衰减值关系表

常见障碍物信号衰减表

典型障碍物 厚度（mm） 2.4G信号衰减（dB） 5G信号衰减（dB）

合成材料 20 2 3

石棉 8 3 4

木门 40 3 4

玻璃窗 50 4 7

有色厚玻璃 80 8 10

砖墙 120 10 20

砖墙 240 15 25

防弹玻璃 120 25 35

混凝土 240 25 30

金属 80 3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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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天线类型

• 天线选型---天线类型（AP内置天线，部分AP支持外置天线）

全向天线： 定向天线：

• 一般天线增益都较小，覆盖距离近；

• 都为一个端口的单极化天线，需要两根或三根全

向天线以实现分极和MIMO特性；

• 一般天线增益都较大，覆盖距离远；

• 定向覆盖范围较窄，可减少对其他AP的干扰；

• 有单极化天线和双极化天线两种。为实现分极和MIMO

特性，如选用单极化天线需要两根或三根；如选用双极化

天线只需一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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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天线角度

 天线角度：

 把大部分能量朝所需的方向辐射

 增益与角度的关系：

 角度越小，增益越大

 角度有水平角度与垂直角度

垂直面方向图水平面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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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天线增益

• 网规计算，无论上下行，都要满足：信号场强－系统裕量＞设备接收灵敏度；

• 系统裕量与信号传播环境有关，一般情况下可以按照10dB考虑

设备 发射功率 天线增益

接收灵敏度
（5GHz、802.11ax 、HT20）

最高速率
（MCS11）

可用速率
（MCS2）

AP 27dBm
根据所选天线

而定
-66dBm -92dBm

笔记本 14-18dBm 0dBi -64dBm -77dBm

手机 10-13.8dBm 0dBi -64dBm -77dBm

下行：
AP→终端

上行：
终端→AP

天线

最终信号场强 =发射功率 + 发射天线增益 – 传输距离衰减值 + 接收天线增益

上行信号场强计算公式：（不考虑干扰、线路和障碍物耗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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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天线覆盖距离

• 计算覆盖距离需考虑当地的EIRP

▫ EIRP限制从设备整体发出的信号强度

▫ EIRP=AP发射功率+MIMO增益+天线增益-馈线损耗

• MIMO增益计算方法：

▫ 单流终端接入多流AP时，存在MIMO增益，双流增益取3dB，三流增益取5dB，而多流终端接入对应

数量的多流AP时无MIMO增益。

▫ 计算EIRP时，MIMO增益均以最大值计算，不考虑终端情况。所以，在MIMO增益和天线增益相同的

情况下，EIRP值不同会影响AP发射功率，进而影响AP的覆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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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MIMO

发送天线 接收天线

SISO（单入单出）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的路径是唯一的，传输的是 1 份信号，我们把每 1 份信号定义
为 1 条空间流。

发送天线 接收天线

MISO（多入单出）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有两条路径，但接收天线只有一个，这就导致发射天线
只能发送相同的数据，传输的还是只有 1 份信号，和SIMO效果相似。

发送天线
接收天线

SIMO（单入多出）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有两条路径，但发送数据还是从同一个发射天线发出的，
传输的还是 1 份信号，可靠性提升了一倍。

MIMO（多入多出）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有两条路径，可以同时传输2份信号，速率翻倍。
802.11ac最多能实现4用户同时通信，802.11ax最多能实现8用户同时通信。

唯一路径

路径1

路径2

路径1

路径2

发送天线 接收天线

路径1

路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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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天线工参

 天线工参包含方位角与下倾角：

 方位角：可以理解为正北方向的平面顺时针旋转到和天线所在平面重合所经历的角度。

 下倾角：是天线和水平面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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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覆盖需求分析:选型案例

• 选型案例---体育馆

边上覆盖 顶棚覆盖

1. AP选型：看台部分属于室外，客户要求支持802.11ax(Wi-Fi 6)，选择支持外置天线的室外款型
2. 天线选型

• 天线增益：一般需要根据AP发射功率、覆盖距离、带宽要求等确定天线增益的指标。
• 天线角度：体育馆属于高密场景，天线角度要尽量小，比如5G使用小角度天线（水平15°、垂直15°）。
• 天线工参：方位角与下倾角是部署时的可调属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划

设备选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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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选型：常用室外天线

射频 增益/dBi
波瓣宽度

天线尺寸/mm 接口形式 极化方式
支持抱杆
直径/mm

天线重量
/g水平/度 垂直/度

2.4 GHz 3 360 32 280（长度） N-male 单极化 NA 218

5 GHz 5 360 20 280（长度） N-male 单极化 NA 218

2.4 GHz 11 60 30
250×155×60
(H x W x D)

N-female×2 交叉极化 30-114 <1000

2.4 GHz 14 30 30
250×250×25
(H x W x D)

N-female×2 交叉极化 30-114 850

5 GHz 11.5 60 30
230×145×55
(H x W x D)

N-female×2 交叉极化 35-114 1300

2.4 GHz
5 GHz

13
13

33
33

33
33

368.3×368.3×39.878
(H x W x D) N-female×6 交叉极化 35-114 1600

2.4 GHz 4 360 33
φ23.8×275
(H x W x D) N-male 单极化 NA 106

5 GHz 7 360 22
φ23.8×275
(H x W x D)

N-male 单极化 NA 106

2.4 GHz
5 GHz

4
7 360 30

15
φ23.8 x235
(H x W x D)

N-male 单极化 NA 90

2.4 GHz
5 GHz

8
8 70 70 220×220×40

(H x W x D) N-female 双极化 35-114 750

2.4 GHz
5 GHz

13
16

33
18

33
18

380×380×33
(H x W x D) N-female 双极化 35-114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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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网络规划设计

项目准备1

需求收集

现场工勘

网络部署设计3网络规划设计2

信道规划

AP布放设计

供电走线设计

业务分析

容量设计

安装方式设计设备选型

信号覆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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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析

需根据用户指定具体场景下的业务带宽需求，以及并发情况用于计算容量；如果用户未指定具
体场景下的带宽需求，则可依据场景化带宽需求评估。

Source：
华
为
实
验
室

业务类型
单业务基线速率（kbps） 不同场景下各业务占比

Excellent Good 会议室 食堂 多媒体教室 办公区…

网页浏览 8000 4000 50% 60% 20% …

流媒体（1080P） 16000 12000 10% 10% 50% …

流媒体（4K） 50000 22500 0% 0% 0% …

VoIP（Voice） 256 128 10% 0% 0% …

电子白板 32000 16000 10% 0% 0% …

电子邮件 32000 16000 5% 0% 0% …

文件传输 32000 16000 0% 0% 0% …

桌面共享 2500 1200 0% 0% 20% …

游戏 2000 1000 0% 0% 0% …

即时通讯 512 256 15% 3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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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网络规划设计

项目准备1

需求收集

现场工勘

网络部署设计3网络规划设计2

信道规划

AP布放设计

供电走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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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设计原则

满足用户带宽要求
（并发场景）

目标 需考虑项

用户业务类型
/终端类型

用户并发率

单AP容量

验收指标

目标区域的用户并发时
关键业务带宽满足

• 用户带宽，简单地可理解为终端使用某业务需要的网络带宽。

• 为了保证良好的用户带宽，需综合考虑上述项。

• 不同区域用户并发、带宽要求不完全相同，设计时应针对不同场景和区域进行设计

AP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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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量设计原则

• 吞吐量指的是单位时间里单个AP通过的数据总量，其计算方式为“用户接入带宽”*“最大并发终端数”。

• 吞吐量设计示例：

▫ 用户要求满足网络演进需求（有意愿选择Wi-Fi 6），则单用户8Mbps接入带宽的情况下，单频AP的吞吐量为

8*15=120Mbps；而双频AP的吞吐量则为8*24=192Mbps。

不同带宽下的最大并发终端数（双空间流，支持802.11ax）

序号 用户接入带宽（人均） 单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双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1 2Mbps 42 72

2 4Mbps 24 41

3 6Mbps 18 29

4 8Mbps 15 24

5 16Mbps 9 14

6 50Mbps 3 5

WLAN网规口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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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网规口径表1

Wi-Fi 5 AP在不同带宽下的最大并发终端数

序号 用户接入带宽 单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双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三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1 1Mbps 30 55 85

2 2Mbps 22 40 62

3 4Mbps 12 22 34

4 6Mbps 11 20 31

5 8Mbps 10 18 28

6 16Mbps 5 9 14

• 单终端（双空间流，支持Wi-Fi 5）带宽要求与支持并发终端数对照表。

该“口径表”将作为AP选型（单频、双频或三射频）及AP数量设计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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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网规口径表2

Wi-Fi 6 AP在不同带宽下的最大并发终端数

序号 用户接入带宽 单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双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三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1 2Mbps 42 72 114

2 4Mbps 24 41 65

3 6Mbps 18 29 47

4 8Mbps 15 24 39

5 16Mbps 9 14 23

• 单终端（双空间流，支持Wi-Fi 6）带宽要求与支持并发终端数对照表。

该“口径表”将作为AP选型（单频、双频或三射频）及AP数量设计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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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化AP数量计算

业务类型
单业务基线速率（kbps） 占比

Excellent Good 会议室

网页浏览 8000 4000 50%

流媒体（1080P） 16000 12000 10%

流媒体（4K） 50000 22500 0%

VoIP（Voice） 256 128 10%

电子白板 32000 16000 10%

电子邮件 32000 16000 5%

文件传输 32000 16000 0%

桌面共享 2500 1200 0%

游戏 2000 1000 0%

即时通讯 512 256 15%

总人数 A

并发率 B

该带宽下单AP可并发用户数 C

单用户所需带宽（Excellent）

A B*

C

例：5个

其结果即为该区
域满足容量所需

AP数量

例：10Mbps
依据表2计算得出

不同带宽下的最大并发终端数（双空间流，支持802.11ax）

用户接入带宽 单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双频最大并发终端数

… … …

16Mbps 9 14

… … …

例：200人

例：30%

结合总人数A
查询表1，且采用双频
得到结果14

表1

表2

AP数量应按照不同业务
场景单独计算，不能一
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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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网络规划设计

项目准备1

需求收集

现场工勘

网络部署设计3网络规划设计2

信道规划

AP布放设计

供电走线设计

业务分析

容量设计

安装方式设计设备选型

信号覆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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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选型参考因素

MIMO
空间流，一般在4~16条之间，AP空间流越多，吞吐量越大，接入容量越大，需要根据前面分析的
应用场景和接入密度，选择合适空间流的AP。

天线

室内AP的天线一般有3种：全向、定向、智能天线；室外AP的天线有2种：全向和定向天线。
室内场景：智能天线效果最好，尽可能选择带智能天线的产品；对于安装高度较高的场景，可以考
虑定向天线；对于覆盖区域容量不多，部署不密集的场景，可以考虑全向天线。
室外场景：远距离覆盖和无线回传选定向天线，近距离覆盖选全向天线。（以国内为例，覆盖距离
大于80m选择定向天线，小于80m可选用全向天线，实际覆盖距离以当地EIRP限制为准）

最大发射功率（组合功率）
不同国家对Wi-Fi的发射功率限制不一样，通过国家码控制，在选择时，发射功率越接近该国家规
定的上限值，发射的信号就越强，覆盖半径就越远。具体参考产品文档中的信道功率顺从表。

天线增益 天线增益越大，信号越强，覆盖半径越大，因此肯定是首选天线增益大的AP。

供电方式 供电方式与部署场景相关，目前绝大部分场景都是选择PoE供电，也可选择电源供电，或做双备份。

Wi-Fi标准
Wi-Fi标准目前已演进到第6代，且新一代的标准都会兼容之前的标准，最新的Wi-Fi 6标准在速率
和容量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改善，吞吐量和容量都提升了4倍，因此，建议选择最新的Wi-Fi 6 AP。

其他特性
IoT是趋势，单独部署IoT网络会带来重复布线，分开管理和运维，硬件投资和运维投资都较大，建
议选择Wi-Fi AP时要考虑IoT扩展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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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网络规划设计

项目准备1

需求收集

现场工勘

网络部署设计3网络规划设计2

信道规划

AP布放设计

供电走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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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5G频段的信道

2.4 GHz频段被划分为14个有重叠的、频率宽度是20 MHz的信道。

2.4GHz频段所划分的信道

对于5G频段，频率资源更为丰富，AP不仅支持20MHz带宽的信道，

还支持40MHz、80MHz及更大带宽的信道。

5GHz频段所划分的信道

频宽
20 

MHz

1
2.412

2
2.417

3
2.422

4
2.427

5
2.432

6
2.437

7
2.442

8
2.447

9
2.452

10
2.457

11
2.462

12
2.467

13
2.472

14
2.484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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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设计

1、确认当地可用信道：

▫ 以中国为例，网桥回传用的5G频段可选信道： 149、153、157、161、165。

▫ 不同国家或地区，可用信道不同，有些地区会预留一些信道，所以规划前必须确认清楚。

2、避免同频干扰：

▫ 多楼层同时考虑周边和上下楼AP信道错开。

▫ 如信道实在无法错开，通常降低功率来减少重叠区域范围。

全向覆盖示意：

11&153

1&1611&157

11&157
1&153

6&149
11&161

定向覆盖示意：

1/36

5/64

9/149 1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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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6

611

1

信道规划原则

2.4G蜂窝覆盖

11
11

1111
1

6
• 2.4G频段的可选信道：

• 相邻AP的信道之间应避免重叠。

5.8G蜂窝覆盖

153
157157

153153
157

149
其结果即为该区域满足容量所需AP

数量

2.4G覆盖立体示意

• 减少跨层干扰

• 避免信道冲突

2.4G&5G蜂窝覆盖

11&153

1&1611&157

11&15711&161

1&153

6&149

其结果即为该区域满足容量所需AP

数量

楼层1

楼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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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布放设计

• 信道规划-室内放装AP

▫ 减少跨层干扰

▫ 避免信道冲突

▫ 统一规划信道

楼层号 一层楼3个AP频点规划

七楼 1 6 11

六楼 11 1 6

五楼 6 11 1

四楼 1 6 11

三楼 11 1 6

二楼 6 11 1

一楼 1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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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布放设计

1.尽量减少信号穿过障碍物数量。

2.保证AP正面正对覆盖目标区域，AP布放远离干扰源。

3.对于需PoE供电的场景，需考虑AP布放位置与弱电间（PoE供电端）的距离，该距离建议小于80m。如果是PoE++供电，该

距离建议小于200m。

1

2

1

2

位置不合理，信号穿越多堵墙体 位置合理，信号穿越单层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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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布放设计
• 站点设计原则（室外）

站点太高，
容易产生
“塔下黑”

雷达站、无线电发射台、电视发射台 避免其他系统的AP的信道干扰

非法AP

1.站点到覆盖区域之间要直接可见，不能有障碍物阻挡；

2.站点附近避免强电强磁及其他信号的干扰；

3.站点需要有可靠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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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走线设计

业务分析

容量设计

安装方式设计设备选型

信号覆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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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和走线设计：供电方式设计

• POE供电（推荐）

▫ 由POE交换机负责AP的数据传输和供电:网线或光电混合缆；

• 本地供电

▫ 非POE交换机负责AP的数据传输，独立电源负责AP的供电；

• POE模块供电

▫ 由POE适配器负责AP的数据传输和供电。

POE交换机 本地交流供电

光纤冷接头

电源连接器

RJ45电源连接器

Data口连接
交换机

AC电源

POE口连接AP

电源指示灯

POE模块供电POE供电光电混合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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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和走线设计：走线设计

• 走线设计原则：

▫ AP到交换机的网线长度不超过80米；

▫ AP到交换机的光电混合缆长度不超过200米；

▫ 网线/光电混合缆在AP点位处长度需要预留5米左右，以备后期调整；

▫ 远离强电强磁；

▫ 提前与客户确认，避免因物业、美观等其他原因，客户不同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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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部署设计3网络规划设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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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布放设计

供电走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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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放装AP安装方式及原则

• 室内安装方式说明：

1. 吸顶安装（推荐）：安装高度低于6米则使用全向天线AP，高于6米建议使用定向天线AP；

2. 挂壁安装：不便吸顶安装时考虑；

3. 支架安装：是不便吸顶或挂墙情况下的临时安装方式，通常用于临时展会场景。

挂壁安装吸顶安装 支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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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AP安装方式及原则

面板安装桌面安装

• 安装方式说明：

1.除了室内AP常见的吸顶和挂壁安装方式外，敏分RU还有桌面安装和面板安装两种方式

2. 桌面安装直接放置于桌面上，面板安装则安装在房间内的86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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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AP安装方式及原则

挂壁安装抱杆安装

示意图 示意图

安装图 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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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天线安装方式及原则

• 天线结合配套安装件可自由调整方位角和下倾角

• 无需调整天线角度的，可直接壁挂安装

• 室外全向天线的安装高度为4~6m，定向天线的安装高度为

6~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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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WLAN规划设计概述

2. WLAN规划设计详解

3. WLAN项目验收

4. WLAN规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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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

使用CloudCampus APP验收

Step4：在“验收”视图选择楼
层，选择右上角设置 Step5：确定测试项

Step6：找到图纸上自身处于的
实际物理位置，点击打点

Step1：点击工具—验收
Step2：使用support网站账号登录
Step3：点击想要编辑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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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

使用CloudCampus APP验收

Step7：等待点位测试完成，到
下一点继续测试（测试点间距不要
超过5m），每测完一个点，测试
数据会实时上传到云网规

Step8：点击右侧的查看，选择
“RSSI”就可以查看云网规基于
测试结果画出的实际热图覆盖效果



第55页 版权所有©  201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表格表头

表格边框

导航灰底

文字底色

文字边框

项目验收

云端查看验收测试结果

Step1:切换到“验收”视图

Step2：选择查看路
径

鼠标放到点位上可以
看到上传的RSSI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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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

云端查看验收测试结果

Step3：切换视
图查看查看实际
覆盖仿真，可筛
选
 频段
 信道
 S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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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

云端查看验收测试结果

Step4：导出WORD/PDF验收
报告
可筛选
 测试区域
 测试路径
 测试项
 频段
 SSID
 BSSID
 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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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案例：办公区室内放装项目案例

• 办公区建筑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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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案例：办公区室内放装项目案例（续1）

• 用户需求收集：

需求类型 确认结果

覆盖区域
覆盖区域为某办公大楼3层办公区，面积大约为130m×80m，主要

区域为办公位和会议室，普通区域为过道和茶水间

场强要求 无明确场强要求，主要办公区有信号即可

接入人数 办公人员约100人，具体分布可参照图纸

带宽要求 每个接入用户需正常上网办公，要求至少1M以上

覆盖方式 室内放装

配电方式 办公区电源接口已饱和，要求POE供电

交换机位置 交换机放在办公区右上侧楼梯旁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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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案例：办公区室内放装项目案例（续2）

• 通过工具进行网规设计逻辑：

手动布放AP

设置环境

导入图纸

自动布放AP

走线供电

信号仿真

新建工程

开始

结束

导出网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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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在材料是同样厚度的情况下，以下哪个障碍物对于2.4GHz信号的衰减最大（ ）？

A. 金属 B. 石棉 C. 木门 D. 有色玻璃

2、以下哪些选项是工程师AP布放的原则（）？

A. 尽量减少信号穿过障碍物数量

B. 保证AP正面正对覆盖目标区域

C. 尽量安装在隐蔽处

D. AP布放远离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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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通过本章的学习，我们知道了：

▫ 室内、室外WLAN场景规划的一般流程

▫ 如何从覆盖、容量对各场景进行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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