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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网络通信的角度出发，介绍了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移动通信网络的基本技术、第2
代移动通信网络组成、第3代移动通信网络的3个方案以及关键技术、移动通信网络的基本优化方法以
及第四代移动通信的候选方案和技术特点，旨在向读者展示网络的全程特性以及移动接入和固定传输
的全网理念。

　　本书共分9章，第1章为移动通信概述，第2章介绍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技术，第3章介绍GSM系统
组网技术，第4章介绍CDMA系统组网技术，第5章介绍WCDMA系统组网技术，第6章介绍CDMA2000
系统组网技术，第7章介绍TD-SCDMA系统组网技术，第8章介绍移动通信网络优化技术，第9章为第4
代移动通信网络展望。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使用，也可供通信运营商以及通信设备制造商
技术人员业务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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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7.4.3 动态信道分配信道分配算法可以分为固定信道分配（Fixed Channel Allocation
，FCA）和动态信道分配（Dynamic Channel Allocation，DCA）两种。
FCA根据预先估计的覆盖区域的业务负荷，将可用信道分配给特定小区。
根据某种频率复用模式，每个小区被固定分配某个信道集合，所有在该小区的呼叫都必须使用分配给
该小区的信道，相同的信道只有在一定距离间隔之外的其他小区才可以再得以使用。
如果该小区的所有信道都被占用，则该呼叫被阻塞，用户便得不到服务。
FCA的主要优点是简单，不需复杂的信道选择。
只要分配给该小区的信道集合中有未使用的信道，就可以为该小区内的一个呼叫建立一个通信链路。
FCA的主要缺点是频谱利用率低，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中负荷的变化需求。
由于在2G系统中主要以语音业务为主，不同用户使用的业务对于信道的需求基本相同，因此在信道分
配上大都采用FCA。
在DCA算法中小区和信道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
所有的信道都被集中到一起分配，只要该信道能够提供足够的链路质量，任何小区都可以将该信道分
配给呼叫。
在通信系统运行过程中，DCA根据当前的网络状态、系统负荷和业务的QoS参数，动态地将信道分配
给某个用户。
在一定的区域内，几个小区的可用信道资源被集中起来，由无线网络控制器（RNC）管理，RNC将根
据小区呼叫阻塞概率、候选信道的使用频率、信道的再用距离等诸多代价函数，动态地将信道分配给
呼叫。
DCA的优点是频率利用率高，无须信道预规划，可自动适应网络中负载和干扰的变化，非常适合网络
中负载变化大的情况；缺点是相对于固定分配实现较为复杂，系统开销也比较大。
TD-SCDMA系统中的任何一条物理通道都是利用它的载频／时隙，扩频码的组合来标记的，信道分配
实质上就是无线资源的分配过程。
采用DCA是TDD模式的优势之一，能够灵活地分配时隙资源，动态地调整上下行时隙的个数，从而可
以灵活地支持对称及非对称的业务。
7.4.4 软件无线电软件无线电（Sofware Defined Radio，SDR）就是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可编程控
制的通用硬件平台上，利用软件来定义实现无线终端的各部分功能，包括前端接收、中频处理以及信
号的基带处理等，即整个无线终端从高频、中频、基带直到控制协议部分全部由软件编程来完成。
软件无线电的核心是将A/D和D/A变换器尽可能地靠近天线，而无线通信功能尽可能地采用软件进行
定义。
软件无线电的基本思想是将硬件作为其通用的基本平台，把尽可能多的无线及个人通信功能通过可编
程软件来实现，使其成为一种多工作频段、多工作模式、多信号传输与处理的无线电系统。
也可以说，软件无线电是一种用软件来实现物理层连接的无线通信方式。
使用软件无线电，无线通信系统结构具有很好的通用性，功能实现灵活，系统互联和升级变得非常方
便。
通过改变软件来实现新业务和使用新技术，大大降低了新通信产品的开发成本和周期。
所以这一技术也成为TD-SCDMA系统的关键技术之一。
软件无线电技术主要涉及数字信号处理硬件（DSPH）、现场可编程器件（FPGA）、数字信号处理
（DS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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