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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今前沿的通信网络智能管道的架构和相关技术，并结合快速发展的云计算和
物联网技术，详细论述了固定通信网和移动通信网智能化的研究与开发。
全书共分7章。
首先，介绍了智能管道的概念、功能需求、目标架构和技术体系；其次，重点论述了智能管道的五大
技术——宽带提速技术、网络协同技术、多维感知技术、质量保障技术和策略控制技术；最后，介绍
了典型的智能管道业务模型和国内外运营商发展智能管道技术的案例，并对今后智能管道的发展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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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关键技术 1)功率控制 由于在一个小区内手机用户是随机分布的，而且是经常变化
的，同一手机用户可能有时处在小区的边缘，有时靠近基站。
如果手机的发射功率按照最大通信距离设计，则当手机靠近基站时，功率必定有过剩，而且形成有害
的电磁辐射，同时每个用户对于其他用户都相当于干扰，即产生“远近效应”。
远近效应严重影响系统容量，基站接收端某个用户过大的功率干扰甚至阻断其他用户的通信，解决这
个问题的方法是根据通信距离的不同，实时地调整手机的发射功率，即功率控制。
 功率控制的原则是，当信道的传播条件突然变好时，功率控制单元应在几微秒内快速响应，以防止由
于信号突然增强而对其他用户产生附加干扰；相反，当传播条件突然变坏时，功率调整的速度可以相
对慢一些。
也就是说，宁愿单个用户的信号质量短时间恶化，也要防止对其他众多用户产生较大的背景干扰。
 功率控制分为开环功控和闭环功控(包括外环功控以及内环功控)。
 当移动台（手机）发起呼叫时，需要进行开环功率控制，手机从广播信道得到导频信道的发射功率，
再测量自己收到的功率，相减后得到下行线路功率损耗值。
根据互易原理，由下行路损值近似估计上行的路损值，计算移动台所需的发射功率。
 闭环功控分内环和外环，内环功率控制是快速闭环功率控制，最快速度可达1500次／秒，在基站与移
动台之间的物理层进行。
当物理层测量接收的信噪比低于目标值时，就发出增加发射功率的命令；当物理层测量接收的信噪比
高于目标值时，就发出降低发射功率的命令；当信噪比与目标值相差不多时，就发出不调整功率的命
令；一个时隙（1000 ms／1 500次≈0.67 ms）给出一次功率控制命令，功率控制命令分三个状态：增加
功率、降低功率、保持功率。
一次增减功率的步长一般为1 dB。
 外环功率控制是慢速闭环功率控制，一般在一个发射时间间隔（TTI）（10 ms，20 ms，40 ms，80 ms
）的量级。
外环功率控制是在物理层之上的功率控制，通过CRC检验是否出错，统计接收的数据误块率BLER
（Block Error Ratio，对应误码率BER），改变内环功率控制的信噪比目标值，使接收信号质量满足业
务质量的要求。
 2）RAKE技术 RAKE（瑞克）接收技术是第三代CDMA移动通信系统中的一项重要技术。
在CDMA移动通信系统中，由于信号带宽较宽，存在着复杂的多径无线电信号，通信会受到多径衰落
的影响。
RAKE接收技术实际上是一种多径分集接收技术，可以在时问上空间上分辨出细微的多径信号，对这
些分辨出来的多径信号分别进行加权调整、使之复合成加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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