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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1年7月1日，在芬兰赫尔辛基的一个城市公园中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基于公共GSM系统的通话
，这是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诞生的标志。
GSM系统取得了出乎预料的巨大成功。
在过去的十年中，GSM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目前，蜂窝移动电话在很多国家的持有率已经超过了70％，在北欧国家已经接近了90％．而且，全球
移动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固定电话用户的数量。
在不久的将来，移动用户的数量将会超过预计的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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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G技术与UMTS网络(第2版)》是一本全面介绍3G系统特别是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网络的
专著。
《3G技术与UMTS网络(第2版)》的一大特色是详细介绍了WCDMA标准所采用的UMTS网络，包
括UMTS的网络演化、网络结构和组成、移动管理和业务等。
《3G技术与UMTS网络(第2版)》深入阐述了移动通信的发展和演化、UMTS的系统设计、UMTS网络
架构和协议组成、UMTS的空中接口技术原理、UMTS核心网技术和UMTS网络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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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第1章　绪论　　今天，三代不同的、已经实现了的移动通信已广为人知（如图1．1
所示）。
第一代（1G）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模拟或半模拟（模拟无线信道，但是采用数字交换）移动网
络，例如NM7（北欧移动电话）系统和AMPS（美国移动电话系统）。
这些网络为用户提供基本业务，主要是话音及和话音相关的业务。
1G网络仅仅是以一国为范围而开发的，经常出现的情形是政府的电信运营商和国内行业就主要技术要
求达成一致，并不在更大范围内发行标准。
由于是国家性的标准，不同的1G网络彼此互不兼容，而且在当时，移动通信被认为是一种新奇的事物
，是固网上的增值业务。
　　移动通信需求的增长产生了对更为全球化的移动通信系统的需求。
国际性的标准化组织开始具体指定2G（第二代）应该是什么样子。
2G的重点着眼于兼容性和国际透明度，系统应当是区域性的（例如欧洲范围）或是半全球性的，用户
基本上应该能在这个范围内的任何地点接人系统。
从终端用户的角度看，2G网络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套餐”，除了传统的语音业务外，它还能提供一
些数据业务和高级的补充业务。
标准化的区域特性使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完全实现，市场上并存着多种2G系统。
其中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以其改进系统成为商业成功的神话，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商业方面，
它都超越了人们的种种预想。
　　人们期望3c（第三代）能够完成移动通信的全球化进程。
但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利益冲突仍然存在，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大势所趋的是，3G将主要基于GSM的技术解决方案，其原因有以下两点：GSM技术主导着市场，
对GSM的巨大投资应当尽可能地利用。
鉴于此，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未来10年中移动通信将如何发展的愿景。
在这个愿景中，对3G的一些要求简列如下。
　　（1）系统必须完全规范化（如GSM），主要接口应当是标准化的和开放的。
所形成的标准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效。
　　（2）系统相对于GSM在各个方面都要有明显的增值。
但在初期，系统至少应后向兼容GSM和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
　　（3）在整个系统中，多媒体及其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必须获得支持。
　　（4）3G的无线接人必须能提供宽带容量，这个容量应具有足够的一般性以适用于全世界。
宽带（wideband）这个词反映了它的容量要求介于2G的窄带容量和固定通信介质的广带（broadband）
容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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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最好的UMTS著作，与其他同类图书相比，不仅全面而出色地阐述了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丰富的实践知识。
”　　——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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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G技术与UMTS网络(第2版)》内容翔实，针对性强，适合于移动通信领域的管理和科研人员阅
读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
校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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