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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源管理是第三代移动通信(3G)网络高效运行的关键因素，新业务是第三代移动通信快速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第三代移动通信资源管理与新业务。
全书共分7章，内容包括3G的无线资源管理、3G的分组调度、3G系统的网络管理、3G系统的计费管理
、3G业务的服务质量(QoS)、3G产业链、3G业务体系架构及业务平台、3G移动通信网络所提供的业务
等。
    本书内容丰富、结构清晰、图文并茂，适合移动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应用开发人员、网络维护人员
和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通信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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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3C无线资源管理　　1.1　无线资源管理概述　　1.1.1　无线资源管理简介　　随着无线
通信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享受到无线通信带来的便捷，然而无线资源（例
如频带）却日见稀缺。
无线系统是资源受限的系统，为了满足对无线通信系统容量和质量不断提高的需求，一方面通过采用
先进的通信技术来提高通信系统的容量和质量，例如移动通信系统从第一代的模拟通信系统过渡到第
二代的数字通信系统，再到第三代CDMA移动通信系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可用的无线资源。
在无线资源使用中，一方面工程技术人员扩展　　可用的资源，如增加硬件对数字信号的处理能力，
更为精确地测定并限制各种损耗和干扰，采用时分、频分、码分、空分的方式将无线资源扩展到四维
空间；另一方面，采用各种模型和算法最优地使用已有的无线资源，也就是所谓的无线资源管理
（RRM）。
　　对于无线通信系统来说，无线资源的概念是很广泛的，它包括频率资源、时间资源、码资源、功
率资源、空间资源、存储资源。
不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以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无线通信系统都是资源受限的系统。
而与此同时，用户的数量却在持续地高速增七，因而如何高效地利用有限的无线资源来满足日益增长
的用户需求，已经成为移动通信系统制造商和运营商极度关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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