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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通信技术和新业务的部署以及市场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未来通信领域的一些新特点逐渐显现
出来。
一方面，传统宽带固定拉入用户已经不满足于仅在家庭和办公室等固定环境内使用宽带业务，对宽带
接入移动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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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WiMAX技术原理与应用》紧紧围绕WiMAX发展前沿的热点问题，依据IEEE 802.16工作组的最
新标准，以WiMAX技术原理为基础，以WiMAX组网、部署与应用为核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
了WiMAX基本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最新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宽带无线接人技术发展、WiMAX基础
、WiMAX标准体系、WiMAX网络架构、WiMAX物理层、WiMAX媒体接入控制（MAC）层
、WiMAX安全、WiMAX组网技术、WiMAX网络部署和WiMAX应用等。
《WiMAX技术原理与应用》材料新颖丰富，内容翔实全面，覆盖面广，行文通俗易懂，兼备知识性
、系统性、可读性、实用性和指导性，技术理论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的主导思想始终贯穿于全书。
　　《WiMAX技术原理与应用》可作为通信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
造商的技术参考书或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与信息专业和计算机应用专业的高校本科生、
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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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随着通信技术和新业务的部署以及市场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未来通信领域的一些
新特点逐渐显现出来。
一方面，传统宽带固定接入用户已经不满足于仅在家庭和办公室等固定环境内使用宽带业务，对宽带
接人移动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传统的移动用户也不满足于简单的语音、短信和低速数据
业务，高数据速率业务日益成为电信运营商竞争的焦点。
用户需求的变化使固定宽带接入服务和移动服务在技术和业务上呈现融合的趋势，宽带移动化和移动
宽带化逐渐成为两个领域技术发展的趋势，并互为补充、互相促进。
　　在移动宽带化方面，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2已
经制定了1x EV-DO、HSDPA（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高速下行分组接入）等技术标准，
在移动环境下实现宽带数据传输。
在宽带移动化方面，IEEE802工作组先后制定了WLAN（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无线局域网）
和WiMAX（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全球微波接入互操作性）等技术规范，旨
在通过固定一游牧／便携一移动的演进路线逐步实现宽带移动化。
其中，WiMAX是宽带移动的重要里程碑，促进了移动宽带的演进和发展。
　　1.1 宽带无线接入技术　　接入网是将用户设备连接到核心网，使用户设备可以使用通过核心网提
供的各种业务的网络。
宽带无线接人（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BWA）是实现宽带网络接人的一种快捷部署方式。
通过该项技术，运营商可以为用户提供更为灵活的接人业务，满足多种带宽需求，并实现语音和数据
业务集成。
　　1.1.1 产生背景　　由于全球用户在数据接入领域的发展速度惊人，无论是实力雄厚的传统运营商
，还是发展迅速的新兴运营商，都希望在数据接人领域的业务提供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在中国这个
全球最具发展潜力和高速发展的市场更是如此。
因此，各类运营商对于建设速度快、业务全面、投资效益高的接人技术需求量非常大，这给无线接人
技术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而传统的无线接入技术也正从原来的低频段（450MHz～2GHz）走向高频段（2GHz以上），从模拟技
术走向数字技术，从低效率的调制方式向高效率调试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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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都是最新的？
！
　　是的！
新标准，新协议，新的商用成果！
　　IEEE 802.16工作组近期通过了哪些新标准？
新标准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
新标准对物理层和MAC层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新标准提出了哪些安全机制和技术？
针对新标准，WiMAX组网策略和技术有哪些？
如何有效地部署WiMAX网络？
　　本书依据IEEE 802.16工作组的最新标准，以WiMAX技术原理为基础，以WiMAX组网、部署与应
用为核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并介绍了WiMAX应用实践方面
的最新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宽带无线接人技术发展、WiMAX基础、WiMAX标准体系、WiMAX网络架
构、WiMAX物理层、WiMAX媒体接人控制（MAC）层、WiMAX安全、WiMAX组网技术、WiMAX
网络部署和WiMAX应用等。
本书吸收了业界在WiMAX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借鉴了国外最新出版的WiMAX类图书精华内容，结
合我国WiMAX的发展实际，对WiMAX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为业界
部署和应用WiMAX网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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