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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3G牌照的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正式走入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3G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也不再那么神秘，它其实就是指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包括WCDMA
、TD—SCDMA和CDMA2000这3种不同的制式。
与大家所熟知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2G）相比，3G具有更高的频谱效率、更高的传输速率，从而可
以支持更丰富的业务类型。
其中TD—SCDMA是由中国首次提出的国际移动通信标准，该标准采用TDD（时分双工）模式和智能
天线等先进技术，是低码片速率的同步CDMA系统。
　　与其他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相比，TD—SCDMA（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Multiple Access，时分同步的码分多址）技术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
相对于采用FDD（频分双工）模式的WCDMA和CDMA2000，采用TDD模式的TD一SCDMA更适合于
非对称的数据业务。
TD．SCDMA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调整子帧中上下行链路的时隙转换点，从而合理配置上下行资源，灵
活适应非对称业务的需求。
此外，TD-SCDMA系统还采用了联合检测、智能天线、上行同步和接力切换等先进技术，有效地提高
了频谱效率。
相比于WCDMA和CDMA2000，TD—SCDMA起步较晚。
TD-SCDMA的第一个版本为。
R4，R5版本在接入网侧增加了HSDPA功能，R6版本针对MBMS业务进行了优化，在。
R7版本中增加了HSIJPA功能。
TD-SCDMA进一步的演进是LTE（Long Term Evolution）的TDD模式，在国内也被称作TD一LTE。
　　在3G时代，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同一技术体制下不同运营模式的竞争，而是整个产业链
的竞争。
产业链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技术标准的最终发展。
从2004年和2005年的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到2006年的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及2007年的扩大规模网络
技术应用试验，直到2008年4月1日起的TD—SCDMA社会化业务测试和试商用，TD-SCDMA的产业链
在逐渐发展壮大。
目前，系统、芯片、终端、软件及专用仪表等关键环节基本上都具备了多厂家供货能力，形成了完整
的产业链。
截至2008年底，中国国内TD-SCDMA网络的3G用户已达41．9万。
虽然网络尚未完善，部分功能仍有待开发，但是TD—SCDMA技术已经展现了其巨大的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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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TD-SCDMA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时分双工方式和智能天线技术的公共陆地通信系统，是我国首次
提出并被国际认可的完整通信系统标准。
本书全面反映了TD-SCDMA技术的发展历程、设计理念及最新成果，内容覆盖TD-SCDMA各个方面，
包括TD-SCDMA高速链路分组接入、HSDPA/HSUPA的演进等3G的最新概念，详尽实用，是一本难得
的TD-SCDMA教材及技术参考书。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等相关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供通信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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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999年11月初，伴随芬兰赫尔辛基国际电联大会帷幕的徐徐落下，由大唐集团代
表中国提交的TD-SCDMA技术，与美国提交的CDMA 2000技术、欧洲提交的WCDMA技术一起被列为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候选技术方案。
虽然它们都是基于CDMA技术的，但CDMA 2000和WCDMA采用的是FDD双工方式，而TD-SCDMA采
用的是TDD双工方式。
由于TDD系统上下行信道特性的对称性，TD-SCDMA可以采用多项不同于FDD系统的关键技术，如智
能天线、上行同步、联合检测、动态信道分配等。
　　2000年5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电联全会上，经投票表决，TD—SCDMA被正式列为
国际3G三大主流标准之一。
这一中国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技术解决方案，是中国电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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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TD-SCDMA及其增强和演进技术》是一本系统阐述TD—SCDMA及其增强和演进技术的通信教
材，是作者多年从事TD—SCDMA及其增强和演进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成果总结。
全书共分为13章，从网络结构、系统接口、信令流程、无线资源管理、TD—SCDMA的增强和演进技
术、干扰分析、网络规划以及终端入网测试等多个方面对TD—SCDMA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在展
示TD—SCDMA各个版本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相关技术的分析，使读者能够透彻理解标准演进
的技术背景，自信应对各种技术挑战。
3G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3G标准，TD-SCDMA已经得到国内外众多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厂商的支持。
在中国，TD-SCDMA更成为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中国移动3G网络的技术标准，已经进入商业运营阶段
。
　　《TD-SCDMA及其增强和演进技术》内容贴近实际，兼顾通信技术原理，适合作为高等院校通信
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移动通信工程师以及对TD—SCDMA感兴趣的业内人士的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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