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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推动未来信息社会发展的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也是目前中
国乃至世界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通信技术的发展，对加速全球信息化的进程，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当前，通信产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全新的挑战，以NGN、3G、LTE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兴通
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极大地促进了通信产业的发展，宽带化、智能化、个性化、媒体化、多功能化
等是通信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尤其是电信重组吹响了3G移动通信产业的号角，各大运营商对3G网络的大力兴建，促使通信类人才需
求量急剧增加，特别是对于工程建设、设备生产、测试、网络运行与维护、网络优化等应用型人才需
求的缺口进一步扩大。
同时，随着3G应用的广泛拓展，其增值业务的开发和销售岗位所需人才也将持续增加，并将在今后一
段时期内维持较高的水平。
在通信行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需求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与产业增长相适应的人才储备却明显不
足。
综上所述，面对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通信产业又将迎来高速发展期，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剧
通信专业人才的供应缺口以及通信行业人才的结构调整。
　　高等职业教育强调“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
服务社会、促进就业和提高社会对毕业生的满意度，是衡量高等职业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高等职
业教育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9年3月，我们组织了全国25所设有通信类专业的高职高专院校，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
与会人员在如何进行通信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以及教材建设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并决定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科学）“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
题（BJA060049）的子课题“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通信类专业教学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为平
台，组织全国相关院校，对通信类专业的教学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和教材建设进行系统研究。
　　随着课题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2009年6月，课题组在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了第二次会
议。
会议强调要做好专业市场调研及社会需求分析；结合各个学院相关专业教学的实践，在深刻理解通信
类专业制造类、工程类、运行维护类和业务类四个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群体和人才培
养规格的基础上，构建了各个专业方向的课程体系，并认真剖析了每门课程的性质、任务、课程类型
、培养目标、知识能力结构、T作项目构成、学习情境等，制订了每门课程的课程标准，确定了以就
业为导向的课程教材编写大纲，并决定开发立体化教材。
全国有25所高等职业院校的60多位通信类专业教师、企业人员和行业代表参与了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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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TDSCDMA标准技术的基础上，侧重于对TD-SCDMA基站运行与维护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
内容分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第1-3章)介绍TD-SCDMA基站运行与维护实践操作中所必须掌握的基
础技术理论；第二部分(第4章)介绍TD-SCDMA接入网硬件设备的结构和基本原理；第二部分(第5-7
章)介绍TD-SCDMA基站运行与维护实践操作内容。
    本书适用于高职高专院校电子，通信及相关专业作为开展3G教学、开设综合实践课程的教材，也适
用于从事3G工作的人员作为岗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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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通信发展历史上，移动通信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特别是近20年来，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及更
新换代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因为，只有移动通信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随时随地进行信息交流的需求。
移动通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与任何人进行任何方式的通信。
　　当前，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书所介绍的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我国提出的并得到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tion Union，ITU）批准的三大主流标准之一。
在介绍TD-SCDMA系统之前，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历程。
　　无线通信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
无线电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泛应用开创了移动通信的第一步。
到70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最早提出蜂窝的概念，解决了频率复用的问题。
80年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长期困扰移动通信的终端小型化的问题
得到了初步解决，给移动通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于是，美国为了满足用户增长的需求，提出了建立在小区制的第一个蜂窝通信系统，即AMPS
（Advanced Mobile Phone Service）系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可能商用的、能够满
足随时随地通信需求的大容量移动通信系统。
它主要建立在频率复用的技术上，较好地解决了频谱资源受限的问题，并拥有更大的容量和更好的话
音质量。
这在移动通信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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