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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LTE是3G之后移动无线通信的下一步演进技术。
它把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因特网协议、网络体系结构和安全在内的许多不同研究领域的技术革新结合
起来，力图给我们将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移动网络的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3G不同，LTE采用一种全新的设计方法，对网络的所有组件，包括无线接入网络、传输网络及核心
网络均重新进行设计。
这种设计方法及其嵌入的灵活性，可以保证LTE成为第一种真正的全球无线标准，可以在各种频谱范
围及操作场景中进行部署，可广泛应用于无线领域。
世界上许多服务提供商已经宣称，将把LTE作为下一代的首选技术。
　　本书是一本综合性教程，介绍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CDMA（码分多址）出现以来最具有革命性的
一种手机标准。
LTE（Long-Term Evolution，通常被称为4G蜂窝电话）的部署正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它将能提供更
大的带宽、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以及全IP网络框架，从而给蜂窝网络带来一场革命。
本书通俗易懂，内容全面，是目前唯一一本介绍促成LTE形成的关键技术的教程，这些技术包
括OFDM、OFCDMA、SC-FDMA及MIMO（多天线传输及接收）等。
本书也逐步分析了该标准所有的主要方面，从物理层直到网络栈。
本书首先回顾历史，分析LTE彻底分离、替代传统的以语音为主的蜂窝系统的原因。
接下来是四章教程，解释了LTE必要的基础，这些内容也可以作为大学入门课程的基础。
最后五章和LTE标准相关，力图阐明它的主要方面：LTE如何进行工作，以及LTE标准主体为什么会作
出某些选择。
本书是由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T Austin）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amp;T）协作编写的，内
容全面而且通俗易懂。
　　第1章简单介绍了蜂窝无线技术，并对其历史作了回顾。
该章从高级移动电话系统（AMPS）等第一代系统开始，直到LTE和全球微波互联接入（WiMAX）等
第四代技术为止。
这一章给出了移动无线网络的历史回顾，指出其主要的技术突破以及过去二十年来推动移动无线网络
演进的市场力量。
这一章也给出了LTE的行动纲要及其一些主要的技术动力。
　　如前面提到过的，本书余下部分分为分量相当的两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四章教程（第2~5章），内容关于基本的无线网络和通信技术，它们构成LTE的基础。
第2章介绍了宽带无线信道及系统，展现了LTE等宽带无线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挑战。
第3章全面讲述了多载波调制，从理论及实践两个方面，详细阐明了它是如何工作的。
这一章的重点放在对OFDM系统设计的实际理解方面，讨论了实现问题，尤其是峰均功率比问题。
这一章也介绍了单载波频域均衡（SC-FDE），该技术解决了峰均问题。
第4章是第3章的扩展，回顾介绍了LTE采用的频域多址接入技术：下行链路（DL）采用OFDMA，上
行链路（UL）则采用SC-FDMA。
讨论了对用户的资源分配，尤其是相关快速随机调度方法。
这一章还讨论了与LTE有关的一些重要的实现问题。
第5章给出了多天线技术的严谨教程，所涉及的技术包括空间分集、干扰消除、空间复用以及多用户
及网络化MIMO。
LTE内MIMO的部署必须要考虑在不同的技术和实际需求间进行折中，这是本章的特色。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第6~10章，详细描述了LTE标准，特别强调了空中接口协议。
第6章是本部分的开始，介绍了空中接口协议的基本结构和在不同层上LTE采用的信道结构。
这一章也回顾了物理层及LTE的各种与OFMDA相关的方面。
第7章和第8章则分别详细描述了下行链路及上行链路的物理层和MAC层处理（在传输信道水平上），
对不同上下行链路信道的特征，如信道编码、调制映射、混合自动重发请求（H-ARQ）以及多天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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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第9章讨论了各种不同的反馈机制，它们是LTE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使信道分配、闭环及开环多天线
处理、自适应调制和编码等各种特征成为可能。
这些概念对于全面理解LTE及其运行至关重要。
在这一章，我们也讨论了与规划、QoS、ARQ等相联系的各种不同的MAC层概念。
最后，在第10章，我们讨论了LTE协议栈的较高层，如无线链路控制层（RLC）、分组数据汇聚协议
（PDCP）和无线资源管理（RRM），讨论了它们在LTE系统的整个运行中所起到的作用。
这一章我们也从无线接入网络的角度，深入讨论了LTE的移动性和移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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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TE权威指南》是一本关于LTE的综合性教程。
书中首先回顾历史，分析LTE彻底分离、替代以语音为主的传统蜂窝系统的原因。
接着将余下部分分为分量相当的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LTE教程，包括第2章~
第5章，介绍基本的无线网络和通信技术。
第二部分为LTE标准，包括第6章~
第10章，详细描述LTE标准，特别强调空间接口协议。
《LTE权威指南》主要内容包括：无线通信历史和发展概况、多载波调制理论和实践、FDMA、多天
线传输技术、LTE标准概述、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传输等。

《LTE权威指南》通俗易懂，内容全面，既可作为通信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又可供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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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runabha Ghosh，AT&amp;T实验室无线技术组组长，在4G研究方面以及3GPP、IEEE 802.16
和WiMAX论坛等国际标准化组织中都很活跃。
他拥有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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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ldquo;本书清晰地详述了长期演进技术，既适合刚接触LTE的新人学习，又可供对LTE原理有一
定了解的人参考。
&rdquo;　　&mdash;&mdash;Alan Gatherer博士，华为美国研究所基频开发中心CTO　　&ldquo;写得太
好了&hellip;&hellip;难得见到对LTE的论述如此全面深入的资料。
&rdquo;　　&mdash;&mdash;Reinaldo Valenzuela博士，阿尔卡特-朗讯贝尔实验室无线通信研究中心主
任　　&ldquo;本书行文流畅，自成体系，很好地将先进的工业和学术理念相结合，内容全面，通俗易
懂。
&rdquo;　　&mdash;&mdash;Angel Lozano博士，庞培法布拉大学信息与通信技术学院教授　　&ldquo;
本书可以作为整个LTE社区的参考工具书。
&rdquo;　　&mdash;&mdash;Eko Onggosanusi博士，德州仪器高级工程师、3GPP RAN1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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