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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几年中，为语音、视频和数据提供移动的、游牧的、固定的业务所采用的无线接入技术
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电信技术和数据通信技术之间在设计、实现和应用方面的差别也越来越模糊。
一个实例是，电信的蜂窝移动通信技术被用于宽带数据，数据通信的无线局域网被用于VOP业务。
　　今天，移动通信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无线接入技术是数字蜂窝系统，到2007年已经超过30亿用户，
接近全球一半的人口。
从最初只为少数汽车用户提供昂贵语音业务的部署，到今天3G（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得到广泛应用
，这些设备提供了移动通信服务，并且通常还包含了照相机、MP3播放器和PDA的功能。
随着这些设备的广泛应用和人们对3G系统兴趣的增长，我们可以预见3G未来向前的连续演进。
　　本书描述3G数字蜂窝系统演进成为高级宽带移动接入技术，其焦点在于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
计划）标准化开发的3G移动通信演进路线，关注无线接入技术和接入网络的演进。
　　本书分为5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3G系统及其演进发展的背景，同时还关注参与3G系统定义过程的不同标准化实体与组
织。
之后讨论有关3G演进背后的原因和驱动力。
第二部分更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已经列入或者有望列入3G演进的技术。
由于是概述性的论述，因而第二部分既可以用作本书所描述3GPP中所采取演进步骤的背景信息，也可
以用于想了解其他如WiMAX和CDMA2000系统背后技术的用户的背景信息。
　　第三部分描述3GWCDMA向高速分组接入（HSPA）的演进。
它综述了HSPA的关键特征以及它基于第二部分介绍的技术的继续演进。
随后，勾勒出了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的差异，并最终给出了二者一起工作的更细节描述。
　　第四部分介绍长期演进（LTE）和系统架构演进（SAE）。
首先，介绍达成一致的LTE需求和目标。
之后，给出总体技术的概要性技术综述，包含了最重要的技术成份，这里同样基于第二部分中的技术
。
其次，给出了协议结构更为细节的描述，包括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传输机制、传输过程、接入过程和
灵活带宽操作的更多细节。
给出了包含无线接入网络和核心网络细节的、应用于LTE和HSPA的系统架构演进。
最后还展现了增强型LTE正在进行的工作。
　　第五部分对3G演进进行了评估。
性能评估对比了3G演进路线与3GPP中设定的目标。
通过其他标准化实体中开发技术的概述可知，3GPP中的演进技术也同样应用于许多其他系统。
最后，展望未来，3G演进并不会止步于HSPA和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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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G演进：HSPA与LTE(第2版)》是爱立信研究院研发人员的经验之谈，描述3G数字蜂窝系统如
何演进成为先进的宽带移动接入技术，涉及3.5G和4G具体实现，重点介绍移动通信标准化开发演进路
线、无线接入技术和接入网络的演进。
书中内容共分为5部分，清晰勾勒出各种移动通信技术取舍的诸多细节。
　　《3G演进：HSPA与LTE(第2版)》是移动通信行业技术人员的必备参考指南，也是高等院校相关
专业师生不可多得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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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从事WCDMA的3G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发和标准制定工作，后来成为3GPP项目成员，目前主要负
责WCDMA R5的标准化工作以及下一代手机系统的无线接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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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绪论　　第2章　3G演进的背后动机　　在开始具体探讨3G移动通信演进采用或考虑采
用的技术之前，了解演进的目的（即潜在的推动力）是很重要的。
本章将重点介绍几种推动力，让读者了解技术需求和解决方案是从何而来的。
　　2.1　推动力　　在一切商业活动中，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了解商业将来发展的推动力。
在移动通信产业中尤其如此，用户数的迅速增长和技术在全球的应用吸引了一些渴望成功的新参与者
。
新的运营商和设备商试图与原来的运营商和设备商竞争，他们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和标准来更好地提供
新业务和原有业务，成本比早先的系统还低。
当然，原有的运营商和设备商也会紧随其后或推动新技术的发展，从而在竞争中保持领先。
因此，保持竞争力或者获取竞争力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
　　从技术上来看，一些技术领域的发展，比如数码相机和彩色屏幕，使得移动通信有可能提供更新
奇的业务。
为了提供这些业务，移动通信系统需要升级，甚至需要用新的移动通信技术来取代旧的技术。
同样，数字处理器的技术进步能造就更新更强的系统。
与当前的主流移动通信技术相比，这些系统不仅能提供新业务，还能更好地提供原有业务并且降低成
本。
因此，关键的推动力有：保持竞争力，业务（提供新业务并更好地提供原有业务），成本（高成本效
率地提供原有业务和新业务）。
　　为了在合理的成本条件下提供更新更高级的业务，同时更高效更好地提供原有业务，技术的进步
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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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你打算学习HSPA与LTE，本书无疑是最佳参考指南，因为作者不但是通信技术高手，而且
知道怎么让你也成为技术高手。
”　　——Joel Schopp，IBM工程师 　　“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甚至可以说最优秀的移动通信技术
演进资料！
我这么评价它毫不夸张，因为它详尽介绍了4G之路该如何走。
”　　——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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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飞速发展的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演进不但给各大运营商、设备厂商带来了挑战。
也成为横亘在网络工程人员面前的巨大课题，如何应用新技术以保证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
通信工程师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3G演进：HSPA与LTE(第2版)》是爱立信研究院工程师们的经验结晶。
探讨诸多3GPP标准细节，清晰地勾勒出了如何在各种移动通信演进技术之间进行取舍，准确体现了作
者在把握技术演进方向上的前瞻意识。
与许多只是阐述标准的同类书不同，《3G演进：HSPA与LTE(第2版)》内容均来自一线实战。
很多资料都是首次公开。
全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重在介绍3.5G和4G移动通信标准化开发的路线，关注无线接入技术和接入网
络的演进，主要知识点包括：3.5G和4G系统及其发展背景；3.5G和4G涉及的具体技术，如高速数据传
输、OFDM传输、多天线技术等；HSPA；LTE和SAE；系统性能评估。
《3G演进：HSPA与LTE(第2版)》将使你更深入地理解3.5G和4G技术。
自信应对未来通信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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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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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