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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蜂窝移动通信的发展日新月异，经历了从模拟网到数字网，从频分系统到时分系统和码
分系统的发展进程。
移动通信的迅速发展，使基站数目急剧增加，因此需要大量的基站建设及维护人员。
通信类高职高专院校的成立解决了高级通信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但适合通信类高职高专院校的相关
教材却很难找到。
目前，各运营商需要较多的综合维护人员，特别是基站的建设和维护人员，这涉及主设备、天馈系统
、直放站和室内分布系统、电源、传输、监控、空调等多方面的知识。
不同的运营商或不同的地区采用的设备不同，在维护中的要求和规范也会有所区别，但是其维护基本
的目的和要求是相同的。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根据移动基站维护要求，结合实际应用编写了本书。
　　本书的教学内容涉及基站机房应用的所有系统和设备，包括天馈系统、基站主设备、直放站和室
内分布系统、传输设备、通信电源设备、空调、监控设备等。
本书主要介绍了这些系统的基本原理和使用的技术，并以1-2种设备为例，介绍该类设备的维护常识和
规范。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基站机房设备所应用的相关原理及维护知识，为将来在运营及施工
维护部门工作打下基础。
　　学习本书需要有一定的电工电子基础知识、通信网基础知识、移动通信基本原理与技术知识，并
了解基本的网络构成和一些常用的技术。
本书各章节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同院校可视具体情况节选，不影响教学的完整性。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简单、全面地阐述各类基站机房设备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主要技术、
设备的维护和基本维护、建设规范，以方便学生掌握。
各院校还可根据设备情况开设相应的实训项目，使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增强学生
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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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基站设备与维护》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移动基站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当今广泛使用的
各类设备及维护技术规范，较充分地反映了当代移动通信的新技术以及应用维护知识。
全书共9章，包括GSM系统概述、天馈系统概述、基站主设备、直放站和室内分布系统、传输设备、
通信电源设备、空调、基站动力与环境监控、基站建设维护规范。
    《移动基站设备与维护》结合当前基站综合维护的需求，紧扣行业标准及规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及系统性。
《移动基站设备与维护》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通信技术、移动通信、电子信息等专业移动基站相关课
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培训教材，还可作为通信行业工程技术和维护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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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GSM系统概述　　1.1　移动通信概述　　移动通信是指通信双方中至少有一方在移动中
进行信息交换的通信方式，可以是双向的，也可以是单向的。
　　移动通信的工作方式分为单工、半双工、（全）双工。
在（全）双工方式中，通信双方可以同时收发信号，收发设备同时工作，这对使用电池供电的移动台
非常不利。
基于这一情况，在移动通信中采用准双工方式，即仅在有信号时发射，而接收机常开，这样既可以为
移动台省电，又可以减小空中干扰电平。
　　移动通信是一种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的通信方式。
其电波传播条件恶劣，存在着严重的多径衰落，需要系统设备具有良好的抗多径衰落能力和储备。
移动通信在强干扰条件下工作，主要噪声为人为噪声，需要系统具有抗人为噪声的能力和储备。
移动通信的主要干扰有3种：存在互调干扰，要求设备具有良好的选择性；存在邻道干扰，要求移动
台采用自动功率控制技术；存在同频干扰，要求在组网和频率配置时予以充分的重视。
移动通信中由于收发设备问存在着相对速度，具有多普勒效应，会产生频率偏移，需要采用锁相技术
。
移动通信中可能存在覆盖盲区，需要在组网时、基站设置时予以重视。
移动通信中用户经常移动，与基站间没有固定联系，需要采用切换、位置登记和漫游等跟踪交换技术
。
　　移动通信中采用的主要技术有同频复用、多信道共用、多址技术、分集技术、跳频、语音间断传
输、切换、位置登记、漫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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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移动基站设备与维护》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通信技术、移动通信、电子信息等专业移动基站相
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培训教材，还可作为通信行业工程技术和维护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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