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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手机维修的相关知识及具体技术进行了全面介绍。
本书根据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手机维修专业学生的学习需要，从基本的元器件入手，讲解了手机常用元
器件的性能、特点以及在电路中的作用等基础知识。
同时对元器件的判断方法也做了相应的讲解与总结。
针对当今新型号手机层出不穷，但基本的工作原理却基本一样的特点，本书对手机有关的典型电路进
行了相应的介绍，为今后维修人员应对新机型打下基础。
本书还对有关手机维修的仪器仪表和工具的使用作了介绍，为没有维修经历的人员，特别是高职院校
的学生提供了一些实践参考。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手机维修相关专业的学生，以及广大的手机维修人员和无线
电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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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蜂窝系统概述　　1.1 GSM概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一些国家联合起来，设计了
一种全新的移动蜂窝系统——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系统。
自20世纪90年代起，GSM开始向欧洲之外扩展。
到1993年初时，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已经开通了GSM系统。
且绝大多数运营者都是GSM理解备忘录的签约方，使GSM能向用户提供国际范围的漫游通信，成为名
副其实的全球移动通信。
　　GSM蜂窝系统使890～960MHz的频段或l800MHz附近的频段提供无线通话服务，它可比以往的系
统提供更高的呼叫处理能力。
　　模拟蜂窝电话系统使用模拟式空中传输信道，这与FM广播使用的无线电调频技术相似。
模拟蜂窝系统通常工作很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很容易被监听；每一个用户需要一对独立的信
道，时频率资源浪费。
　　GSM系统使用数字空中传输信道来处理这些问题，全数字系统能提供模拟技术无法做到的更一致
、更高质量的电话服务。
GSM系统致力于达到这样的目的：　　①频谱利用率更高；　　②能够提供多种非话业务和补充业务
；　　③允许用户对移动台进行多种选择；　　④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和超大规模集成技术，使移动设
备的重量轻、尺寸小、省电、安全保密。
　　大致说来，GSM系统拥有以往模拟系统所不及的下列优点。
　　（1）国际漫游　　由于具有全球通用性及标准性，GSM系统的用户可以在任何一个支持GSM系
统的国家拨打及接听电话。
GSM提供了灵活的漫游形式：“移动台（MS）漫游”和“SIM卡漫游”。
公用陆地移动网（PLMN）之问的接口必须完全标准化，以允许各种漫游。
　　（2）数字空中传输信道　　GSM会提供电话交换与基站问完全数字化的接VI方式，同样与交换
子系统及PSTN的连接也是数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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