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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TD-SCDMA是由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3G）国际标准，于2000年被国际电信联盟（ITU）
正式采纳，成为全球认可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提出完整的通信系统标准并被国际认可，是中国在信息通信标准领域的一个突破。
它标志着我国第一次以自主标准主导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是我国高技术领域落实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
成功实践，也是我国在无线通信方面实现突破和跨越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TD-SCDMA系统标准的提出，填补了中国百年电信史的空白，对改变我国移动通信产业落后状况
，提高移动通信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增强自主创新意识和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标志着中国的信息通信技术水平发展到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发展的崭新阶段，对于中国信息通信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加快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早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多厂家供货环境，2002年10月30日
，TD-SCDMA产业联盟在北京成立。
TD-SCDMA产业联盟的成员企业由最初的7家，发展到目前具有成员企业48家，覆盖了TD-SCDMA产
业链从系统、芯片、终端到测试仪表的各个环节。
　　TD-SCDMA产业联盟的宗旨是：整合及协调产业资源，提升联盟内移动通信企业的研究开发、生
产制造水平，促进TD-SCDMA通信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实现Ⅱ）一SCDMA在中国及全球通信市
场的推广和应用。
　　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以后，有效地解决了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知识产权、共有技术和测试平
台的建设等问题，大大降低了企业进入的门槛，带动了更多的企业进入TD-SCDMA产业发展领域。
产业联盟还促进了系统与芯片、芯片与终端、终端与系统间的密切合作，大大加快了TD-SCDMA产业
化的整体进程。
　　2002年，原信息产业部给TD-SCDMA系统划拨了155MHz非对称频率，向产业界发出了政府支持
的明确信号；2004年，原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三部委设立TD-SCDMA产业化专项，投
资7．08亿元支持TD-SCDMA的产业化；从2004年到2005年，原信息产业部开展了“TD—SCDMA研究
开发和产业化项目”技术试验：2006年，启动了北京、上海、青岛、保定、厦门等城市的TD-SCDMA
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这些测试和试验为TD-SCDMA走向商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2007~开始，
各相关部门共同组织移动运营商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北京、上海、青岛、保定、厦门、深圳、广州
、秦皇岛、天津、沈阳、10个城市进行更大范围和规模的网络技术应用试验，到2008年已经可以为北
京奥运会提供基于TD-SCDMA标准的3G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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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之一TD-SCDMA系统基站射频架构及硬件电路设计。
书中从3GPP规范对基站射频前端的指标要求出发，通过分析并结合实际系统和硬件的可实现性，明确
系统射频架构的实施方法，描述了射频前端的指标分解过程。
本书详细阐述了射频系统超外差结构原理，并对中频频率的选取、数字时钟的选取、下行链路的功率
以及上行链路的增益等进行了分析。
书中结合实际的应用经验，介绍了射频有源、无源器件的应用考虑，并通过实例阐述了功放设计流程
以及量产考虑。
此外，还介绍了TD-SCDMA系统射频前端的部分关键技术（已经公开的专利技术）。
　　本书可供从事移动通信产品开发的技术人员、网络设计师、系统运营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以作为
大专院校师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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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3　TD-SCDMA关键技术及系统问题　　1.3.2　智能天线　　TD-SCDMA系统
利用TDD使上、下射频信道完全对称，以便于基站使用智能天线。
智能天线系统由一组天线及相连的收、发信机和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构成。
这种天线能有效产生多波束赋形，每个波束指向一个特定终端，并能自动跟踪移动终端。
在接收端，通过空间选择性分集，可大大提高接收灵敏度，减少不同位置同信道用户的干扰，有效合
并多径分量，抵消多径衰落，提高上行容量。
在发送端，智能空间选择性波束成形传送，可降低输出功率要求，减少同信道干扰，提高下行容量。
智能天线改进了小区覆盖，智能天线阵的辐射图形完全可用软件控制，在网络覆盖需要调整等使原覆
盖改变时，均可通过软件非常简单地进行网络优化。
此外，智能天线降低了无线基站的成本，智能天线使等效发射功率增加，用多只低功率放大器代替单
只高功率放大器，可大大降低成本，降低对电源的要求并增加可靠性。
　　智能天线带来的问题如下。
　　（1）全向波束和赋形波束　　在移动通信系统中，智能天线对每个用户的上行信号均采用赋形
波束，提高系统性能是非常直接的。
但在用户没有发射，仅处于接收状态下，又是在基站的覆盖区域内移动时（空闲状态），基站是不可
能知道该用户所处的方位，只能使用全向波束进行发射（如系统中导引、同步、广播、寻呼等物理信
道）。
这样，在一个具有智能天线的基站中，其不同信道的发射波束是不同的，即基站必须能提供全向和定
向的赋形波束。
这样一来，对全向信道来说，将要求高得多的发射功率（最大可能为比专用信道高101gN dB），系统
在设计时必须注意考虑。
　　（2）共享下行信道及不连续发射　　在提供IP型数据业务的移动通信系统中，均设计了多用户共
享的上、下行信道，并在基站和用户终端使用不连续发射技术。
在使用智能天线的基站中，由于用户移动，基站不可能知道用户的位置，因此一般只能采用全向下行
波束。
同时，也可以增加一次接入过程，对每个用户进行定向发射。
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点，均可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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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TD-SCDMA射频电路设计》TD射频领域的第一本著作，从3GPP规范谈起描述了射频前端的指
标分解过程，提出了射频链路的解决方案，介绍了射频器件的技术应用，阐述了射频实现的关键技术
为你扫除TD射频电路设计上的障碍。
　　TD射频领域的第一本著作；　　从3GPP规范谈起；　　描述射频前段的指标分解过程；　　提
出射频链路的解决方案；　　阐述射频实现的关键技术；　　为您扫除TD射频电路设计中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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