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 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全球

技术和产业竞争的战略高地，亦是引领科技创新、重塑传统

产业发展模式、发展新经济的关键动力之一。5G 网络领先

是实现中国 5G 战略的基石，5G 核心网独立组网（SA）方式

采用有别于传统通信的新型服务化架构（SBA），全面云化

的技术方式和网络切片、边缘计算等灵活的技术功能为垂直

行业和广大用户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服务能力；但 5G 核心网

SA 的商业部署也面临诸多技术挑战。5G 核心网的云化架构

要求通信基础设施进行云化变革，这是新型信息通信基础设

施发展的挑战。此外，网络切片的技术复杂度和智慧运营也

面临极大的挑战。随着 5G SA 商用建设的开展，作为其核心

能力之一的移动边缘计算（MEC）将启动商业部署和运营。

MEC 作为 IT 和 CT 的融合平台，普遍被认为是云战略的重要

优势之一，MEC 与中心云的协同也成为热议话题。本期专题

及专家论坛以 5G 核心网为主题，涵盖其标准进展、关键技

术及应用、网络演进及规划、发展建设策略、MEC 云边协同、

网络切片智慧运营、IPv6 技术路线和主要技术挑战等业界关

注的关键问题，组织了来自运营商、厂家和设计院的 10 篇

文章，期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5G 核心网的部署问题与建议》一文中，作者从运

营商的视角分析了基于对 5G 核心网的 SBA、网络切片、

MEC 和用户面云化等关键技术和产业成熟度，提出了当前应

用这些技术存在的问题、局限和挑战。针对 2020 年 5G 核心

网的商业部署，作者还特别给出了其所面临的技术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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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这对 5G 核心网的发展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5G 核心网商用关键技术与挑战》一文中，作者从

关键需求分析入手，论述了 5G 核心网商业部署的 5 大关键

技术挑战。针对 5G 核心网的长期演进，作者还指出差异化

需求、安全可靠和 ToB/ToC 网络建设模式将是需要解决的关

键问题，并深入分析了相关的技术点，这对 5G 核心网的建

设部署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5G 核心网规划建设的挑战及策略》一文中，作者

从运营商的视角针对 5G 网络规划中的关键策略问题进行了

论述，包括国际漫游策略、核心网数据面建设的融合策略、

5G 核心网网络云化建设策略和 5G SA 核心网控制面与用户

面间 N4 接口开放策略等。这些网络规划建设策略分析和建

议对 5G 核心网的建设部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5G 核心网技术演进及挑战》一文中，通过对移动

核心网技术演进的回顾，作者分析了 5G 架构和关键技术的

演进，阐述了 5G 核心网标准不同版本的技术功能增强，分

析了云原生及软件技术的能力提升、网络自动化和智能化的

挑战。同时，作者还指出了运营商在 5G 应用和服务创新、

网络成本以及自主可控等方面的各种挑战，强调不断完善、

提升网络云化、开放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能力，并通过提高

自主研发能力进而对网络自主掌控，才能最终实现 5G 商业

愿景。

在《MEC 的云边协同分析》一文中，作者在业界云边

协同应用场景和云边协同通用参考框架基础上从运营商的

视角提出 MEC 云边协同参考架构，分析了狭义 MEC 与广义

MEC 的云边协同不同点，分析了 MEC 边缘网络服务、边缘

运营管理、云边平台服务和云边业务应用 4 大类的协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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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的 5G MEC 云边协同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意见。

在《硬件加速在核心网转发面应用的思考和实践》一文

中，作者从运营商的视角描述了 5G 核心网用户面的需求及

性能要求，认为如何改善相关性能是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者指出，随着网络带宽增长势头加剧，计算处理能力的短

板逐渐凸显，急需一种技术方案来弥补该短板。在 5G 核心

网面用户面功能（UPF）上体现为：网卡带宽需求远超过当

前主流双路服务器的 CPU 计算能力。通过技术验证，作者给

出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

智能网卡实现报文卸载，可有效降低 CPU 负荷实现再平衡，

从而降低了每吉比特流量的设备成本。同时，FPGA 智能网

卡的灵活性也可保证加速硬件资源池的通用性。这对 5G 核

心网的部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ENI 辅助的 5G 网络切片智慧运营》一文中，作者

介绍了 ETSI 网络人工智能标准工作组（ENI）的网络切片智

慧运营标准化进展。网络切片是 5G 网络的核心特征之一，

5G 网络切片智慧运营是 ENI 的重要应用场景，也是 ENI 的

重点概念验证方向。作者介绍了利用 ENI 系统辅助完成 5G

网络端到端切片的创建、监控、编排管理等一系列生命周期

管理操作，及两个相关概念验证项目的完成情况，阐述了

ENI 系统辅助的端到端 5G 网络切片管理框架。作者指出实

现基于人工智能的闭环自动化控制，可以确保切片的快速开

通、网络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SLA 保证。文章对 5G 网络切片

智慧运营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5G SA 网络引入 IPv6 的思路探讨》一文中，针对

5G 网络引入 IPv6 的问题，作者介绍了 IPv6 单栈下 5G 的技术、

组网、映射和溯源技术方案，指出 5G IPv6 单栈化将是中国

IPv6 演进的一次技术创新。相比于传统的双栈技术，新的技

术方案不仅解决了终端地址不足的问题，也有利于降低网络

维护的成本，符合网络的发展趋势。对于中国甚至全球来说，

是互联网面向纯 IPv6 网络演进的重要一步。作者还给出了运

营级网络选择演进路线的策略建议，为 5G 运营商的 IP 网络

演进方案的选择提供了参考意见。

在《5G 核心网创新技术研究及应用探索》一文，作者

深入分析行业需求，指出传统网络难以满足新需求的痛点，

然后剖析了 5G 核心网的创新元素，包括多维度网络切片、

用户面软硬件加速、MEC 与 5G 结合、运维自动化和行业多

样化使能等技术及应用分析，并论述了 5G 在工业、教育、

医疗、电力和车联网等方面的应用，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 “专家论坛”栏目的文章《网络融合深化使能 5G 全

场景多维度服务》中，作者以网络融合为主线，从应用场景

需求入手，分析了 5G 架构的演进，并提出了网络架构深化

融合促进 5G 服务能力扩展的观点，进一步从固定移动融合、

天地一体化融合、IT/OT 融合几个维度，分析了 5G 架构融合

设计的趋势，也指出了 5G 面向 R17 的关键演进方向，对 5G

网络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这些文章汇聚了各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希望能给

读者带来有益的收获与参考。在此，对各位作者的积极支持

和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0 年 5 月 20 日

赵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