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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TE-Advanced宽带移动通信系统》详细介绍了LTE-Advanced标准的发展过程以及LTE-Advanced
的关键增强技术。
首先介绍了其基本技术原理，随后结合规范对该技术进行详细介绍，最后将该技术在不同场景下的性
能进行比较。
此外，本书还对LTE-Advanced的未来演进趋势进行了探讨。

　　《LTE-Advanced宽带移动通信系统》读者为高校中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运营商技术人员
以及设备制造商专业人员。
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让从事移动通信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和相关专业的学生对LTE-Advanced技术有一个
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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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4.5上行功率控制 在CA的情况下，上行功率控制遵循与R8单载波相同的原理。
当配置了多个CC时，对每个CC的上行功率都进行独立的功控。
这样就可以实现对每个CC进行不同的操作，因为要考虑到不同频段或者不同的干扰场景，所以需要对
每个CC进行独立的功率控制。
当对每个CC进行功控时，其开环功率控制参数（PUSCH和PUCCH所使用的P0、设置的工作点以及路
径衰耗补偿因子口）也是CC特定的，同理，闭环TPC命令和任何MCS相关的偏置也是这样。
上行资源授予中的TPC命令将应用到其授予的上行CC的PUSCH上。
在PCC分配的下行资源中的TPC命令将应用到相应HARQ ACK／NACK信令所发射的上行PCC上。
对于使用DCl格式3和3A的UE群，其功率控制仅支持TPC命令在相同的CC上传输，不支持交叉载波调
度的组功率控制命令。
因为SPS和周期CSl报告主要用于组功率控制，仅用于PCC上。
2.4.5.1路径衰耗估计 既然上行传输功率是基于下行CC的路径衰耗来进行估计的，所以对于每个上
行CC都需要定义一个参考下行CC。
上行CC的路径衰耗参考既可以是SIB2关联的下行CC，也可以是下行PCC，这需要根据网络配置来确
定。
用于路径衰耗估计的下行CC总是与上行CC位于相同的频段上。
路径衰耗参考的配置需要适应不同的场景。
例如，在异构网络部署情况下，可以保证SCC上可靠的上行传输，但是由于干扰，在SIB2关联的下
行SCC上的路径衰耗估计并不充分可靠。
将估计的路径衰耗配置在下行PCC上，该上行SCC传输的功率控制可以实现高效的资源使用和CC之间
更高效的负荷平衡。
为了在Scell为功率控制提供可靠的路径衰耗估计，一个已配置但已去激活的CC可以根据配置（SIB2
或PCC）用作路径衰耗参考。
UE将以较低的频率测量一个去激活的CC（类似于较长的DRX周期情况），从而尽量降低功耗。
2.4.5.2 UE最大发射功率 与R8相同，UE发射功率是通过功率类来进行限制的，如3类功率为23dBm。
另外，对于CA，最大发射功率是针对每个CC设置的。
当然UE通常的发射功率还是23dBm。
当UE已经达到其所允许的最大发射功率时，PUCCH和PUSCH的同时传输也会影响UE的发射功率。
既然控制信息对于正确接收数据非常关键，并且与PUSCH不同，PUCCH不能使用HARQ，所
以PUCCH的发射功率应该比PUSCH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因此，所需功率首先为PUCCH设置，而剩余的功率才用于PUSCH传输。
同理，在PUSCH传输过程中，承载控制信息的PUSCH比不承载控制信息的PUSCH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
当UE达到其最大发射功率时，它首先会下调无控制信息的PUSCH的功率。
该下调因子对于所有服务小区通常是相同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LTE-Advanced宽带移动通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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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