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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自出版以来已经重印9次，深受从事GSM网络规划、网络优化、网络维护、通信研究、
设计等专业人员所喜爱，并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在此对广大读者对本书的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
GSM技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十分成熟的阶段，为了进一步充实、丰富、完善本书的内容，
作者结合生产实践在第1版的基础上对本书进行了修订，增加的章节分别是：第3章的3.7节短消息流程
分析、第8章直放站原理及工程、第9章网络测试、第10章交换优化及第1l章3G引入后对GSM网络优化
的影响，并对第5章、第7章和部分图表进行了修订。
新增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第8章主要阐述了部分常见直放站和塔放的工作原理以及直放站的工程建
设；第9章讲述了网络质量评估的主要内容及网络测试的内容和优化案例；第10章介绍了交换优化的基
础知识、优化分析手段以及交换无线协同优化的主要内容；第11章以WCDMA为例，介绍了3G与2G协
同优化的原则和案例。
其中第8章和第9章由张建斌编写，第10章和第3章3.7节由杜新颜编写，其余部分由韩斌杰编写。
全书由吴俊岭负责审校。
此外，江振波也对本书的修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的限制，本书难免有不妥及差错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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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GSM原理和网络优化的角度出发，首先通过对GSM移动通信系统的组成、优化流程、无线
接口理论的介绍，使得用户对GSM网络原理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随后通过对呼叫处理流程的分析、信令协议的介绍，将GSM的BSS部分和NSS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得读者对移动台和网络针对各种通信需要的信令传输过程有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这一部分
是GSM网络优化所必备的理论知识，对于初学者来说该部分有一定的深度和难度，需要逐步地在实践
中去摸索才能深刻理解。
接着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和网络优化实践操作相关的知识，包括常用参数的优化调整、网络优化中应注
意的部分问题、网络故障的处理、直放站相关知识、网络测试、交换优化等，这一部分是GSM网络优
化理论的应用和实践。
本书附有大量实例，可以使读者在面对各种疑难的网络故障时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最后介绍了3G引入后对2G的影响，可以使读者对2G／3G协同优化的重点和难点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本书较侧重于实用性，对于广大从事GSM网络规划、优化、维护、研究和管理等人员有较强的可
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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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GSM移动通信系统及优化概述　　1.1　GSM数字移动通信的发展　　移动通信是达到通
信最终目的的有效手段，它在商业市场上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
移动通信并不是一项很新的技术，但它在最近几十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模拟蜂窝技术的引进，移动通信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系统是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1992年开通的数
字移动通信系统。
　　第一代移动电话网是由人工操作使移动用户和有线网用户相连接。
它的终端庞大、笨重而且昂贵，服务区域也仅限于单个发射台和接收站址的覆盖范围。
由于它的可用频率很少，因而系统容量很小，并且很快出现饱和，服务质量也随用户数量的增加而迅
速下降，甚至达到死锁的状态。
　　20世纪60年代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无线系统发展为自动接续系统，成本也开始降低，但其有
所增加的容量与用户的需求相比仍然是远远不够，公众无线电话依然是一种奢侈品，只能被一小部分
人所使用。
　　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件的发展使实现复杂系统成为可能。
由于覆盖区域受到发射功率的限制，系统开始改由一个发射台和多个中继接收站所组成，这种复杂配
置扩展了系统的覆盖范围。
真正的突破是蜂窝系统的建立，在蜂窝系统中有若干个收发信机，而且每个收发信机所覆盖的范围有
一部分是重叠的。
蜂窝系统的概念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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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第1版自出版以来已经重印9次。
深受从事GSM网规、网优、维护、研究、设计等专业人员的喜爱，并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在此对广大读者对本书的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
　　GSM技术经过这几年发展已经进入了十分成熟的阶段，为了进一步充实、丰富、完善本书的内容
，作者结合生产实践在第1版的基础上对本书进行了修订，增加的章节分别是：　　◎第3章第7节短信
流程分析　　◎第8章直放站原理及工程　　◎第9章网络测试　　◎第10章交换优化　　◎第11章3G
引入后对GSM的影响　　同时对第5章、第7章和部分图表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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