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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DMA network opti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anagement integ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grid" of 

the provincial wireless center, we carried out the exploration of wireless network grid 

optimization, established four levels of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wireless maintenance, network performance, market effect, and customer response, 

and formed a refined, highly integrated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It aims to apply mature IT platform to realize CDMA optimized management network 

of "full coverage, seamless, institutionalized and refined", and provide high-quality 

network quality and guarantee for marke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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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 CDMA 网络优化效率，根据省无线中心“管理一体化、责任网

格化”的要求开展了无线网络网格化优化的探索，建立了无线维护、网络性能、

市场效应，客户响应四个层面优化管理体系，形成了精细化、高融合、高效率

的作业管理流程。旨在应用成熟的 IT 平台，实现“全覆盖、无缝隙、制度化、

精细化”的 cdma 优化管理网络，为市场发展提供优质的网络质量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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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在我国各个行业出现的新的管理模式，旨在利用

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打通各部门间的信息通道，形成类似网格计算模式的虚

拟组织，实现网格间资源整合、合作协同、信息交换、网络共享等，以提高产

业的运转效率和应急管理能力。

网格化优化的目的是整合各类资源，为前台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

服务。电信产业发展的新阶段使优化团队组合、整合基层资源成为必要和必然。

2  “网格化”优化管理方案简介

2.1  十堰 CDMA 网络基本情况：

十堰本地网目前共有基站 784 个。全网 CDMA 载扇 1612 个。采用朗讯厂家

的基站设备。十堰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地域辽阔，旅游资源丰富，根据十

堰的地形地貌特点和 CDMA 的覆盖类型，结合话务分布和十堰传输局目前的维

护区域，在方便维护，利于优化的前提下，把十堰和林区的 CDMA 网络划分为

12 个网格。

2.2  网格化优化工作流程

十堰网格化优化试点从四个维度构建网格化优化管理体系，通过管理流程

的建设达到高效作业的目的。

（1）无线维护维度。无线维护维度是通过维护流程的建立达到更加有效快

捷的管控方式，从而达到提升基站完好率，压缩基站断站率、断站时长、故障

率的目的，使得网格内基站正常稳定运营。各网格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好维

护工作：

1）落实网格内基站巡检；2）建立监控、维护、支撑上下联动机制；3）建

立网格内基站网络隐患分析、排查、整治、评估的闭环模式，预防大面积退服

和频繁退服现象发生；4）在各网格间开展各类维护竞赛活动，给与相应考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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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触发各网格团队的争先意识。

（2）网络性能维度：在网络性能维度方面，主要应用各类 IT 优化平台，

提高优化效率。通过做好各类专项优化工作，保障各网格重点区域、重点业务、

重点用户的网络质量。各网格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性能维度工作：1）应用

网优平台、性能预警分析平台，对网格内基站话统指标进行分析，提升发现网

络问题、分析网络问题、解决网络问题的效率；2）将传统专题、专项网优纳入

网格优化当中，在各网格开展各类针对性较强的专项；3）建立网格优化培训站，

打造基层网优阵地，将网络优化工作前移至基层分局。

（3）市场效应维度：市场效应维度是对网格内市场需求，市场活动，网格

内话务分析，市场营销等提供及时有效的网络保障。通过建立更加有效的管控

方式加强与前端市场的紧密结合，及时响应市场需求；通过精确分析网格内的

话务密度，基站投入产出比，建立更加迅速的市场响应机制，对基站扩容、基

站规划进行预警性管控机制。网格优化管理要求各网格团队对区域内的市场支

撑做到以下三点：1）网格内话务、流量经营分析具有通俗指导性，从四个层面、

两个维度进行多方位分析；2）网格内市场需求响应具有高效及时性；3）网格

内指导规划建设可操作实施性

（4）客户响应维度：客户响应维度是对网格内客户投诉的响应保障。通过

建立客户投诉响应流程保障各类客户在规定时限内得到及时处理；通过建立以

网格为单位的客户投诉预警机制及时关注网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建立

以网络为单位的每周客户投诉分析机制，通过对网格内用户投诉的分析，及时

发现和处理网络中的隐性和共性问题，通过实施相应的优化和建设方案为客户

提供满意的网络服务。各网格团队主要从以下两点开展客户响应工作：1）建立

以网格为单位的客户投诉分析、预警制度，提升投诉处理效率，通过将网络投

诉工单分解至各网格办法，加快了投诉工单的响应速度，从而提升了投诉处理

的及时率；2）建立以网格为单位的用户投诉数据库：网格责任人对投诉和处理

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存档，对未能解决的投诉点的无线网络环境进行分析，找出

问题，为下一步网格精确优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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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堰网格化优化实施效果分析

3.1  无线维护维度效果分析

开展网格化优化以后，网格优化团队对各网格存在的维护问题进行了针对

性分析并加以管控、及时调整维护重心，确保了全网基站的运营质量稳定提升，

断站率、基站故障率得到了有效压降，抢修及时率得到改善。见以下与2011年1-9

月对比情况图表：

3.2  网络性能维度效果分析

各类 IT 平台在各网格内的广泛使用，提升了网格团队优化的效率。网格内

关键性能指标网络的与去年同期相比呈平稳上升趋势，试点网格的关键性能指

标在全省排名靠前。具体对比情况见以下图表：

3.3  市场效应维度效果分析 

十堰本地网无线资源利用率长期处于较低状态，经各网格优化责任人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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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ce 资源详细分析，发现各网格基站 ce 信道资源存在较大互补性，有进一步优

化的空间。经各网格间一定范围内的信道板资源调配，全网资源利用率有了一

定提升。

3.4  客户响应维度效果分析 

实施网格化优化后，改变了原来由投诉工程师和分局维护责任人处理投诉

的局面，现在由各网格责任人配合维护责任人多人协作共同处理投诉，尤其是

在线优系统终端的使用，使得现场人员能够准确的判断网络中的问题，及时发

现基站存在的隐形故障，投诉响应效率的到提升，网优责任人在客户投诉上给

维护责任人提供较精准的分析和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维护责任人可以给客户提

供相对满意的答复，从而有效提升了客户满意度，2012 年 9 月对比 1 月十堰本

地网的总投诉次数下降了 131 起，万人投诉率由年初的 4.12 下降至 2.71，下降

了 1.41 个百分点。

3.5  在线优化终端的应用

将“在线优化系统”与“网格化优化工作”相结合，在线优化系统终端的

使用融入到日常维护、日常网优、用户投诉的处理、网络规划建设中。通过技

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基层员工的压力。在线优化终端的应用使得优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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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成为可能，是网格化优化管理模式一项新的探索点和创新点，优化前移在支

撑县域优化和县域市场服务、客户服务上具有更高的效率。由于全部测试过程

是在网格维护人员进行日常维护巡检的过程中同步进行，无需占用专用测试车

辆和网优人员，因而大幅节约了日常测试优化成本，提高了网格维护的效率。

在经过 3 个月的实践后证明，在线优系统终端系统的引入在网格化优化中

起到的补充作用非常明显。8-9 月，各网格使用在线优化终端 DT 测试 200 小时，

测试近 4000 公里，在达到同等目的和效果的前提下，节省测试开销约 10000 元；

CQT 测试 180 次，节省测试开销近 2000 元。

使用在线优化终端处理投诉方法与传统处理投诉方法相比较见以下图表。

4  存在的问题

（1）网优人员数量偏少。网格化优化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模式，但最基本的

就是要求网优人员的数量、能力要有保障。人员的网优水平参差不齐，为客户

服务力量和能力的不足，有支撑、接应滞后的现象。建议加大对基层网优人员

的培养。

（2）网优人员能力欠缺。各网格优化团队的创新能力、新技术的应用能力

尚有欠缺，网格团队的成员素质也存在一定差异，从而导致各网格优化效果和

优化计划的落实完成存在差距。建议从两方面进行改善，一是把现有网优人员

送到厂家、省网优中心等去培训，二是加强内部交流培训，进一步提升网优团

队的整体水平。

（3）激励机制需要完善。网格化优化工作能够得到有效的开展，需要一整

套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从绩效考核、骨干评选、岗位晋升、资源调配、劳保福

利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来鼓励、激励网优人员。目前需要将各种机制进行完善。

5  总结

网格化优化解决了原有优化管理模式存在资源利用率不高、前后端配合不

畅等问题；实施网格化优化后，网格团队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密切，网格内优化、

维护更具有针对性；对客户的需求响应更及时，有益于进一步开展对网络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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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管理、精确化优化；在线终端的引入让网络优化工作前移，更利于支撑和

响应县域基层分公司的需求，对乡镇和农村区域的用户投诉的处理更及时、网

络问题的分析更准确。经十堰的试点成效来看，网格化管理在无线网络优化中

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进一步探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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