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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越来越习惯随时随地享用宽带接入服务。
预计到2012年，全球宽带用户总数将达到18亿，其中约2／3将是移动宽带用户，这势必对移动通信网
络提出更高的要求：更高的峰值速率和更小的时延、更高的频谱利用率和灵活性以及更高的系统容量
。
因此，3GPP标准组织于2004年年底启动了3G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和系统架构演进
（SystemArchitecture Evolution，SAE）两大计划的研究与标准化工作。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LTE／SAE移动通信网络的系统架构及其关键技术机制，同时穿插介绍了GSM
／GPRS、LJMlTS网络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机制，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阐述了移动通信网络技术发展演进
的思路，便于读者深刻理解LTE／SAE网络的相关核心技术。
全书内容共分10章。
第1章简要介绍了移动通信和3GPP标准的发展历史，并重点针对LTE与SAE两大计划的需求目标，以及
它们在标准制定、测试实验、预商用等方面的进度进行了一个详细的阐述，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
便于后续章节进行具体讲述。
第2章详细介绍了EPS网络的系统架构、接口及相应协议栈，并针对EPS网络的主要功能、系统增强
的QoS机制，以及新增的EPS系统标识进行了具体介绍。
第3章具体介绍了LTE系统中采用的一些新的无线传输技术，主要包括多址方式、多天线、链路自适应
、分组调度、小区间干扰抑制、网络自组织技术等。
第4章从物理层、数据链路层、无线资源控制层以及非接入（NAS）层的角度，分层次详细介绍了EPS
系统空中接口的协议功能及其实现。
为便于读者理解，本章最后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封装流程。
第5章全面透彻地介绍了EPS网络中涉及的接入与鉴权、移动性管理，以及会话管理等几个主要信令流
程和状态转移过程，并针对基于跟踪区（TA）的位置管理、空闲模式下的信令减少（ISR）、多PDN
支持等EPS系统中特有的关键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述。
第6章具体介绍了非3GPP接入EPC核心网的系统架构，并重点介绍了接入网发现与选择、网络附着与
激活、基本切换与移动性管理，以及LTE与cdma2000网络之间的切换优化等关键机制与流程。
鉴于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不断融合、演进的大趋势，本章的内容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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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LTE/SAE移动通信网络的系统架构及其关键技术机制，同时穿插介绍
了GSM/GPRS、UMTS网络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机制，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阐述了移动通信网络技术发
展演进的思路，便于读者深刻理解LTE/SAE网络的相关核心技术。
　　本书适合于从事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开发和网络规划设计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通信
、网络、计算机等专业研究人员的参考书籍，同时可供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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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3GPP网络技术及演进　1.1 移动通信概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通信的需求日益旺盛
，对通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理想目标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与任何人交流任何
信息。
移动通信由于具有不受地域束缚的灵活性和广域覆盖的连续性的特点，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已成
为最具优势的个人通信方式。
到目前为止，移动通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代。
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以模拟化为主要特征，它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商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
美AMPS、欧洲TACS以及日本HCMTS系统等。
这一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基于模拟调制的频分多址（FDMA）方式，这种系统的主要缺点是频谱利用
率低、移动设备复杂、业务种类受限制以及通话容易被窃听等。
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2G）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构成数字式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它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走向商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欧洲采用时分多址（TDMA）方式的GSM、
日本的PDC以及北美采用码分多址（CDMA）方式的CDMA lX系统等。
从技术上看，2G系统的主要措施包括采用TDMA或CDMA方式实现对用户的动态寻址，以数字式蜂窝
网络结构和频率规划实现载频的复用，从而扩大了覆盖服务范围，满足了用户数量增长的需求。
同时，对信道动态特性的匹配上采用了下面一系列措施：采用抗干扰性能优良的数字式调制，
如GMSK（GSM）、QPSK（IS．95）；性能优良的抗干扰纠错编码，如卷积码（GSM、IS-95）、级联
码（GSM）；采用功率控制技术抵抗慢衰落与远近效应，这对于CDMA方式的IS-95尤为重要；采用自
适应均衡（GSM）和RAKE接收技术（IS-95）抗频率选择性衰落与多径干扰；采用信道交织编码对抗
时间选择性衰落；基站采用空间分集方式或极化分集方式抗空间选择性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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