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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的正式发放，我国的电信运营企业加快了向用户提供集语音、数据、
多媒体业务于一体的3G移动业务的步伐。
我国移动通信网络从2G向3G演进，因其网络规模巨大、网络结构复杂而维护管理难度较大。
同时，随着电信市场竞争的加剧，电信运营企业组织的变革和服务的创新对3G网络管理提出了新的要
求，电信网络管理已从单纯的“面向网络”向“全面运营支撑”转变。
网络管理的目标不仅要保证网络运行质量，提高网络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网络运营成本，还要考虑对
客户进行快速响应与对新业务快速支撑。
如何更好地发挥网络管理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在我国3G业务正开始大规模商用之际，适时推出这本系统介绍和研究3G网络管理的专著无疑有着重要
意义。
本书的作者长期从事电信网网络管理的研究和实际应用工作，具有丰富的电信网网络运营管理经验，
他们曾参与了包括国家TD-SCDMA规模网络试验在内的试验网和移动通信现网的网络运营管理测试验
证和研究工作，对3G网络管理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该书将成为3G网络建设发展中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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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第三代移动通信(3G)网络管理的技术知识，内容涵盖了3G网络管理的基本概念、原
理、特性、体系架构、系统功能需求、接口功能和信息模型以及相关标准的研究等，除了对传统的故
障管理、性能管理、配置管理、安全管理等基本功能的介绍外，还重点阐述了面向业务前端的网络管
理、业务开通管理以及网络优化的功能需求，同时结合TD-SCDMA/WCDMA/CDMA2000这3种3G制式
的特点，分析了3G网络演进对网络管理的影响，对3G网络管理系统的功能定位、建设方案与思路进行
了有益的探讨和分析。
本书把电信网络管理基本理论与3G网络管理实践相结合，切合市场在该领域的迫切需求，在学术研究
、工程指导和网络管理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相信能对从事移动通信网络管理的人士有所帮助
。
　　本书可供从事通信工作，特别是电信运营企业、设备制造企业和电信网管软件开发企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从事相关专业或相关课题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同时也适合高等
院校通信与电子类专业、计算机软件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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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图中可以看出，3GPPR99的网络单元包括如下部分：（1）UE（User EqUipment）。
UE是用户终端设备。
它主要包括射频处理单元、基带处理单元、协议栈模块以及应用层软件模块等。
UE通过UU接口与网络设备进行数据交互，为用户提供电路域（CS域）和分组域（PS域）内的各种业
务功能，包括普通话音、数据通信、移动多媒体、Internet应用（如E-mail、WWW浏览、FTP等）。
UE包括两部分：①ME（Mobile EqUipment），提供应用和服务；②USIM（UMTS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提供用户身份识别。
（2）TRAN（UMTS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
UTRAN即陆地无线接入网，分为基站（Node B）和无线网络控制器（RNC）两部分。
①Node B是WCDMA系统的基站（即无线收发信机），包括无线收发信机和基带处理部件，通过标准
的IUb接口和RNC互连，主要完成UU接口物理层协议的处理。
它的主要功能是扩频、调制信道编码及解扩、解调、信道解码，还包括基带信号和射频信号的相互转
换等功能。
②RNC（Radio Network Controller）是无线网络控制器，主要完成连接建立和断开、切换、宏分集合并
、无线资源管理控制等。
（3）CN（Core Network）。
CN即核心网络，负责与其他网络的连接和对UE的通信和管理，主要功能实体如下：①移动交换中心
（MSC）。
MSC为CS域特有的设备，用于连接无线系统（包括BSS、RNS）和固定网。
MSC完成电路型呼叫的所有功能，如控制呼叫接续，管理MS在本网络内或与其他网络（如PSTN
／ISDN／PSPDN、其他移动网等）的通信业务，并提供计费信息。
②拜访位置寄存器（VLR）。
VLR为CS域特有的设备，存储着进入该控制区域内已登记用户的相关信息，为移动用户提供呼叫接续
的必要数据。
当MS漫游到一个新的VLR区域后，该VLR向HLR发起位置登记，并获取必要的用户数据；当MS漫游出
控制范围后，需要删除该用户数据，因此VLR可看作一个动态数据库。
一个VLR可管理多个MSC，但在实现中通常都将。
MSC和VLR合为一体。
⑨归属位置寄存器（HLR）。
HLR为CS域和PS域共用设备，是一个负责管理移动用户的数据库系统。
PLMN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HLR，具体配置方式由用户数、系统容量以及网络结构所决定。
HLR存储着本归属区的所有移动用户数据，如识别标志、位置信息、签约业务等。
当用户漫游时，HLR接收新位置信息，并要求前VLR删除用户所有数据。
当用户被叫时，HLR提供路由信息。
④鉴权中心（AUC）。
AUC为CS域和PS域共用设备，是存储用户鉴权算法和加密密钥的实体。
AUC将鉴权和加密数据通过HLR发往VLR、MSC以及SGSN，以保证通信的合法和安全。
每个AUC和对应的HLR关联，只通过该HLR和外界通信。
通常AUC和HLR结合在同一物理实体中。
⑤设备识别寄存器（EIR）。
EIR为CS域和PS域共用设备，存储着系统中使用的移动设备的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IMEI）。
其中移动设备被划分“白”、“灰”、“黑”3个等级，并分别存储在相应的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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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管理》：3G网络管理的基本原理3G网络管理的主要功能3G网络演进对网络管
理的影响3G网络管理接口及其标准从eTOM角度看3G网络运营管理从工程实践的角度对3G网络管理进
行研究和探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