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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入模拟移动通信网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移
动用户和覆盖范围最广的移动通信网，手机产量约占全球的1／3，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手机生产大国。
　　与此同时，随着3G网络的建设，移动通信市场的人才需求量将继续增加，移动通信专业也将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为了适应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培养移动通信生产和服务一线的技能型人才，许多高职高专院校建立
了通信专业，开设了移动通信技术课程。
该课程是一门应用范围广，具有基础作用的通信专业必修课程。
　　本书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需要，结合移动通信行业的特点和移动通信高等职业教育
的培养目标，为高职高专广大师生提供一本移动通信教学的教材。
本书也可用作移动通信行业相关人员的培训用书。
　　本书由高职院校教学一线教师和通信企业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编写。
教材的编写侧重于对高职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知识以“必须、够用”为度，突出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特点。
本书重点介绍了我国所使用的2G移动通信系统（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
信系统）和技术，3G移动通信系统和技术，同时对移动通信终端设备（手机）的功能电路及移动通信
系统基站天馈线设备的结构、维护操作等实际技能方面的知识进行介绍，同时在教材中适当引入移动
通信的新技术和新内容，并留好“接口”，便于修改和重新组合内容。
　　本书共分12章。
第1章为概述；第2章介绍了移动通信的基本技术；第3章介绍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第4章介
绍GPRS移动通信技术；第5章介绍了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第6章简单介绍第三代移动通信系
统；第7章重点讲解基站子系统；第8章介绍天线系统；第9章介绍其他移动通信技术；第10章介绍了手
机的功能电路；第11章介绍手机电路识图；第12章为选学内容，简单介绍蓝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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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介绍了我国所使用的2G移动通信系统(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
信系统)和技术，3G移动通信系统和技术，重点介绍了移动通信终端设备(手机)的性能测试、维修以及
移动通信系统的操作、维护、建设等实际技能方面的知识，同时在教材中适当引入移动通信的新技术
和新内容。
　　本书由高职院校教学一线教师和通信企业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编写，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特点。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专业“移动通信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移动通信行业相关人员的培训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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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最大比合并　　最大比合并是在接收端将M个分集支路经过相位调整，并按适当的可变增益加
权再同相相加后，送入检测器进行相干检测。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益加权系数是随着各分集支路信号的幅度而变化的。
经过数学分析（分析过程略）发现：信噪比愈大的支路对合并后的信号贡献愈大，合并增益与分集支
路数M成正比。
　　2.等增益合并　　最大比合并的增益加权系数不再随着各分集支路信号的幅度变化而等于1时，最
大比合并就是等增益合并，即各支路的信号是等增益相加，等增益合并实现简单当，且分集支路数M
较大时，性能接近于最大比值合并。
　　3.选择式合并　　选择式合并是将多个分集支路的接收机的输出信号送入选择逻辑电路，选择其
中具有最大基带信噪比的某支路的基带信号作为输出信号。
　　上述3种合并方式在相同分集支路数时，最大比值合并方式改善信噪比最多，其次是等增益合并
方式，选择式合并所得到的信噪比改善量最少，所以最大比值合并是一种最佳合并方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移动通信技术>>

编辑推荐

　　本书由高职院校教学一线教师和通信企业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编写。
本书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等职业教育的需要，结合移动通信行业的特点和移动通信高等职业教育的
培养目标，为高职高专广大师生提供一本移动通信教学的教材。
因此，教材的编写侧重于对高职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知识“必须、够用”为度，突出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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