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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移动通信获得迅速发展，在我国目前已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和最
多的移动用户数。
随着移动用户数量的增长和人们对移动通信业务多元化的要求，第三代移动通信及新技术得到高速发
展。
目前我国移动运营商通过重组，进入了3G移动通信发展的重要阶段。
由于我国移动通信三种3G体制同时大规模建网，投资规模史无前例。
国家高度重视移动通信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的发展，投人大量资金，为移动通信的发展创造了大好局
面。
　　移动通信3G工程全面建设，新技术发展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网络建设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各
式各样的问题。
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的消费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动用户对移动网络性能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网络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网络性能、网络质量的好坏也就越被人
们所重视，因此做好移动通信网络规划与设计也就成为网络运营商关注的热点。
　　结合我们从事的工作，对移动通信网络工程建设有了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在移动通信的培训和
教学下作中也储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
经反复酝酿准备编写一本适合给从事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等院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
究生阅读的参考书。
本书的内容尽量做到内容充实完整、条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紧密结合丁程实际，由于
篇幅所限，在内容上做了一定的精简，希望具备一定的通信基础理论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读者能够
通过自学的方式阅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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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与工程设计》是作者根据多年来从事移动通信的教学、培训和参与移动通信
工程设计的实际经验编写而成，系统介绍了移动通信网络规划及相关工程设计规范，内容注重技术的
实用性及最新发展。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与工程设计》从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网络的演进中的网络结构、关键技术、业务
特征角度，以第三代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为重点，系统地论述了第二代及第三代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工程
设计中的相关问题，电波传播模型及其校正方法、无线网络仿真、R4核心网规划、GSM／GPRS
、TD-SCDMA、CDMA2000、WCDMA无线网规划、室内覆盖设计、设备安装及天馈系统工程设计、
移动网质量评估等。
　　全书内容丰富，论述深入浅出，实用性强，图文并茂。
适合于从事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
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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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智能天线的原理是通过一组带有可编程电子相位关系的固定天线阵元，将无线信号导向具体的方
向，产生空间定向波束，使天线主波束对准用户信号到达方向DOA，旁辦或零陷对准干扰信号到达方
向，达到充分高效利用移动用户信号并删除或抑制干扰信号的目的，同时智能天线技术利用了各个移
动用户间信号空间特征的差异，通过阵列天线技术在同一信道上接收和发射多个移动用户信号而不发
生相互干扰，在不增加系统复杂度的情况下，提高服务质量和系统容量。
　　智能天线波束分为广播波束和业务波束两种，广播波束是由广播时隙形成，用以对整个小区广播
，因此波束很宽，以便对整个小区实现无缝覆盖，业务波束是在通信链路建立后跟踪用户的波束，它
使用很窄的波束紧紧的跟踪用户的移动，如图10－12所示。
　　智能天线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交换波束天线和适应阵列。
交换波束使用许多窄波束天线，每个指向一个微有不同的方向，以此覆盖整个小区。
当小区内的终归位置移动吋，系统内的智能天线从一个天线变换到另一个天线。
而适应阵列是使用一个阵列天线和成熟的数字信号处理来从一个位置到下一个位置转换天线波束。
　　智能天线以多个高增益窄波束动态跟踪多个期望用户，能提高期望用户的接收功率，同时降低波
束外的非期望用户受到的干扰，从链路预算上看，增加了“赋形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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