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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通信网络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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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通信技术在不断发展，5G 网通信技术逐渐被应用，给通信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较

大的挑战，这就需要在实际中正确地应用 5G 通信网络，以此符合在当前大数据技术运营的背景下 5G 通信网络的数据传输等。

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目前的技术情况，对网络构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挑战，降低由于在技术应用期间形成的数据异常

状况，以此增加通信网络的稳定、安全运行，实现推进我国的通信网络高水平发展的目的。本文阐述了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特

点，重点分析了 5G 通信网络中大数据技术的具体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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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不断地优化和更新，我

国的大多数居民可以享受到通信服务，在此基础上，需要进

一步加强网络服务的质量，这是为了可以实现通信行业的可

持续性发展。5G 通信网络应用以来，在我国的通信领域中，

大数据技术被更加广泛地使用，并且在使用上的技术更加的

成熟和稳定。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需要庞大的数据进行支

撑，在数据方面体现出的特点包括：数据表现形式复杂化、

多样化。在此情况，对数据的精准处理存在较大的困难。我

国的生产生活中，大数据技术被广泛的应用，网络时代背景

下，5G 通信网络的运行要求则更高。基于此，需要发展多元

化、宽带化、综合化及智能化的技术研发，加强对终端设备

的智能化建设，增强自身的技术性能，以此确保稳定和高效

的数据传输，全方位的增强网络运行的水平。

1 大数据技术的特点分析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此技术将

很多的先进、成熟技术融合在一起，包括：物联网、云计算

等等。大数据技术的存在，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各项生产活动，

同时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在也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大数

据技术的特点表现在：第一，数据量大。随着智能设备和仪

器的研发和应用，在结合网络技术的环境下，形成了海量的

网络数据库。在设备仪器应用不断加深的情况下，随着时间

的流逝，数据量也会随之增加。海量的数据需要通过高效的

技术进行处理，否则就会形成数据异常，带来负面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则很好地实现了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将这些数据

进行存储，降低了数据发生异常情况的几率，保证数据在传

输过程中更加稳定和安全；第二，大数据技术中的数据量来

源广，包括：传感器传输的数据、社交网络交互传输的数据

等等；第三，数据的类型多。网络上的数据来源是比较多的，

因而也会出多种类型的数据，这种情况下，利用大数据技术

处理，会将数据进行分类，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等，通

过分类存储的方式，降低数据混乱的情况出现，使得数据的

传输和应用稳定性比较高。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5G 通信网络开始被应用，大数据

技术和通信网络技术结合发展，使得我国的国民生活形式和

工在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5G 通信网络加快了大数据技术的

发展。目前，我国的通信网络中，具有海量的数据，表现比

较突出的是，利用机械设备的条件下，所出现的数据信息量

更大、类型更多、范围更广。在存储的单位方面也出现了改

变。数据来源的范围更加广泛，不同来源的数据存储方面也

存在较大的不同，在进行数据存储的时候，需要针对于数据

类型，选择合理的存储方式，这种情况下，也造成了服务器

应用的巨大压力。

基于 5G 通信网络背景下，数据传输量逐渐增加，类型

增加，不同类型存储方式不同，因而在进行数据的收集、分

析、查询等方面均存在比较大的困难。一般应用比较多的技

术包括：大数据分析技术、数据采集技术。但是这两类技术

并不可以满足于全部行业的发展要求，这种情况下，需要以

实际情况为基础，改善技术，深入分析发数据，以图表的模

式，将数据清楚地展示出来，并进行一定的数据分析描述和

量化评价。此方式可以更加直观地将数据情况表现出来，可

以帮助信息使用者进行更加准确的判断以及预测。针对于数

据复杂、多样的情况，需要构建聚集型的异构数据库，存储

有效的数据，并将数据应用到各个领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 5G通信网络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2.1数据收集及分析技术

把大数据应用到 5G 通信网络中，可以全方位地收集相

关的数据信息，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准确的开展客户定

位。以大数据技术作为基础，在通信网络中将有效的数据信

息进行收集，并对收集到的数据开展分析。在进行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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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中，需要将影响信号的干扰因素降低，合理的使用大

数据分析技术，结合 GPS 三维射线追踪技术，合理分析天线

数据和网络数据，对客户端的位置进行准确的定位，以此加

强对 5G 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

2.2 数据存储技术

利用数据存储技术，可以存储到基站的各类信息数据，

这些数据信息类型较多，并且比较复杂，但是在此技术的应

有下，数据处理可以提高速度，可以为 5G 通信网络应用带

来较大的便利条件。5G 通信网络是云化网络，也就把差异性

的云和 5G 通信进行连接，加强对各种类型的云数据开展高

效的感知，全方位地分析由大数据技术应用下获得的数据变

化。调整数据接入云位置的情况，加快网络环境的改善进程。

同时利用数据存储技术，可以确保数据信息的使用更加安

全、稳定。

2.3 数据挖掘技术

5G 通信网络存在的数据价值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的使

用而体现出来，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对其数据进行智能化的

评价和判断，增强网络智能化的处理能力。在进行数据挖掘

分析中，获得训练模型。在模型应用中，以实际的反馈情况

作为基础，更新和处理有关的数据信息，对路由表进行信息

更新，进而优化网络结构。

2.4 D2D 通信技术

D2D 通信技术作为蜂窝网络模式的额技术，主要是对设

备间路逻辑关系的连接。在开展网络构架中，成本突入低，

核心区域数据的荷载偏低。该技术的使用具有一定的优势，

包括：增强了频谱效率、拓展了系统容量、运行更加高效等，

在这些优势条件下，提高了系统的综合效率。此项技术的原

理和蓝牙传递的原理存在类似之处，在开展通信及监测中应

用的是物理层，具有安全设置的作用。可以设置限制性和非

限制性。在设置限制性方面，保护措施必须设置，保护信息

数据的安全。此技术的使用，增强了高频谱的利用效率。实

现了资源贡献，加强了数据传输和效果和利用率。同时在进

行基建方面也不复杂，对其中间设备要求不高，操作简单，

降低了运行费用。此技术的缺陷在于：在进行调度方面具有

一定的困难、构建通信构设方面，其手段复杂性偏高。

2.5毫米波通信技术

毫米波通信技术的研发基础为高频微波和低频光波，当

前是 5G 通信网络的重点技术。此技术的优势在于同时具有

两种波的特点。可以在开展数据传呼中，提供更高的质量和

传输容量，可以达到全天候的通讯目标。频段资源量在目前

的情况来看，均呈现出比较少的情况，因此此项资源是比较

少的，因而可利用频谱资源低于 6GHz的比较少，高于 60GHz

频的段上资源量较大。这部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限，因而

对技术的应用存在限制。

2.6超密集异构网络技术

超密集异构网络技术适合当前网络信息量和类型不断

增加的情况。以此技术优化对 5G 通信网络架构模式的布置

和规划，使其运行更加安全和稳定。缩短站点之间的距离，

将网络容量进行拓展，提供更加高效的网络服务。但是此技

术的缺陷在于：在应用中会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干扰，技术应

用的限制比较多，在部署上的动态性较差，缺乏对节点开关

布置的规律化，技术应用较为困难。

3 5G通信网络中大数据技术应用发展趋势

合理的应用大数据技术在 5G 通信网络中，对加强通信

行业发展意义重大，基于此，也成为我国通信行业发展的趋

势。大数据技术在发展 5G 通信网络中可以发挥出较好的效

果，能够增强网络数据传输的效率，避免出现数据异常的情

况，为网络的运行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通过加强数据的信

息分析和处理，将异常数据进行查找并处理，保证数据运行

的稳定性，增强数据传输的效率。在当前的时代下，大数据

技术应用广泛，人们对网络存在比较大的依赖性，以此提高

生活和工作的便捷度。5G 通信网络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

利于提高网络运行速度，构建网络良好的运行环境，达到较

好的网络性能，基于此，其发展趋势良好。

4 结束语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5G 通信网络中大数据应用成为了

发展的趋势，将两种技术结合应用，可以有效加强通信传输

的质量。实现优化 5G 通信技术的目的，合理应用大数据技

术，为 5G 通信网络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此可以进一步

加强我国的通信网络行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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