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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学校WA2610i-AGN V5升级V7后使用体验下降问题处理案例

某学校近期做过V5升级V7的操作，学生反馈宿舍区域无线不好用而其他区域升级前后使用不存在差异
。

宿舍区域使用WA2610i-AGN走廊放装一分6部署方案，不管是V5还是V7平台都存在角落信号覆盖不到
，终端回传信号弱，隐藏节点效应严重，空口干扰大等客观问题，所以我们认为问题分两方面看。第

一：面对当下无线应用的发展，走廊放装方案已经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第二：V7相比较于V5平台在W
A2610i-AGN这款AP上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实际测试宿舍体验，不管V5\V7平台均存在以下问题：
1.  房间内基本信号都在3、4格上下，存在无信号的死角，主观感觉信号不好，而无线设备感知到终端
信号强度RSSI很低（回传信号经过墙体到达WA2610i的信号值），绝大部分在20以下，从mac地址看
大部分都是手机，从ap统计看设备发包都集中在较低的速率，个别笔记本因为天线接收和反射能力较
强功率较大体验要好于手机终端。

应对策略：AP入室满足信号覆盖。
2.为了能够满足宿舍内的信号质量，AP需要工作在最大的功率100mw，而走廊环境比较空旷加之2.4g
信道资源匮乏，导致AP之间可见度非常高从而导致了AP之间的相互干扰。
应对策略：AP之间需要降低可见度，可以利用宿舍墙体形成天然隔离。
3.WA2610i单终端理论72Mbps对应的极限性能50Mbps，终端越多无线竞争越恶劣，总的吞吐能力也
会随之下降，由于1分6部署假设每个房间三个终端，加之复杂的无线环境，每个终端平均享受的带宽
不足100KB/s，无法满足下载、标清视频等业务。
应对策略：使用更高吞吐能力的AP。
4.无线基于CSMA/CA机制工作，本质上是一个半双工网络，终端如监听到信道空闲, 经DIFS 时间后则
发送整个帧（发送时不用冲突检测），如果监听到信道忙，则坚持监听到不忙时，经DIFS 时间后进入
竞争期，进行二进制指数退避，退避后重新尝试发送，如果发后未收到ACK(超时)，则重发帧，如果接
收正确，则在SIFS时间后应答一个 ACK帧。另外同一个AP下的终端都是通过穿过墙体之间的信号关
联上SSID，势必存在严重的隐藏节点及终端之间不可见，使得终端同时发数据在AP侧形成冲突，导致
数据无法正确接收。由此可知，终端越多带来的延迟和丢包影响越明显。

应对策略：尽可能减少隐藏节点，终端之间无物理隔离。

采用分段式排查方法（AC无线控制器转发-网络链路-AP转发），V7平台AC无线控制器WX5540H带A
P200+，用户数1000左右，远远小于设备理论规格。高峰期CPU利用率不超过10%，转发平面统计一
直没有丢包。V5和V7公用有线，所以排除AC转发和网络有线链路故障的可能性，那么问题集中在AP
转发上。

5.分别测试V5、V7一条流和两条流的极限性能，可知V5下WA2610i转发能力优于V7下WA2610i的转发
能力：

https://zhiliao.h3c.com/questions/catesDis/170
https://zhiliao.h3c.com/User/other/108


6.对比V5\V7同一时段空口利用率（客观反映无线环境质量数字越大环境越恶劣，会随着业务增长而增
长，由于2.4g穿透性较强AP之间相互可见2.4g常态20-40%，大于90%表示网络不可用），尝试过滤掉
无线IPv6业务之后空口有所下降（IPv6报文组播自动转单播，而无线环境恶劣造成了重传很多进一步
拉低了空口质量。）

 

1. 为了能够满足当下学生的需求以及未来3-5年无线发展的趋势，宿舍走廊方案显然已经不再适用，推荐
部署WAVE2款面板AP入室覆盖，通过每个房间部署一个面板AP的方式，各个房间之间墙体物理隔离
不存在任何严重干扰，解决传统覆盖方案多个房间共享一个AP空口资源和隐藏节点的问题，信号覆盖
及性能体验远胜于放装及馈线部署方式，做到宿舍场景无线网络的终极解决方案，体验真正的802.11a
c千兆无线极速快感，从方案根本上提高用户体验。

2. 


	某学校WA2610i-AGN V5升级V7后使用体验下降问题处理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