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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铁路信息化驱动力的GSM．R（GSM for Railway）系统最早起源于欧洲，当前已在铁路发展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导着全球铁路事业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综合化的方向迈进。
　　我国铁路建设是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国家中长期综合交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km以上，运输能力满足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
将“高速轨道交通系统”、“高效运输技术与装备”、“高速运输安全与应急保障”列为交通运输领
域的优先发展主题；铁路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铁路网发展规划纲要已将高速列车、
高速行车控制技术、高速铁路安全监控系统列为重点研发内容；2008年科技部、铁道部启动《中国高
速列车自动创新联合行动计划》研制时速350 km以上的高速动车组和基于GSM．R的列车运行控制系
统CTCS3（ChineseTrain Control System 3）。
　　铁路运营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铁路通信系统的可靠性、有效性、可维护性、安全性（Reliability
，Availability，Mmntenance，Safety）一直是铁路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而GSM-R系统担负着传输列车控制数据的重要任务，其安全可靠的传输直接关系到列车
行车安全。
当前国内GSM—R系统建设中遇到的部分问题，如电波传播的模型选择、场强测试的统计区间及采样
间隔的选取、干扰分析、指标建立与评估等都停留在工程应用或较浅的理论研究层面，缺乏系统、深
入的理论支撑；而国外在GSM．R建设方面所依据的部分理论对外采取技术保密。
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本书致力于GSM．R系统应用基础理论的阐述，力图从理论层面分析GSM—R系
统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希望能对我国铁路GSM．R系统工程建设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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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应用基础理论》以GSM-R系统规范及标准为基础，系统深入地
阐述了与GSM-R建设紧密相关的应用基础理论问题，主要包括：无线电波传播理论、干扰分析理论、
频率规划理论、无线组网理论、GSM-R系统服务质量理论；鉴于越区切换技术在GSM-R专用模式性能
中的重要性，基于对越区切换阻塞率的分析，阐述了越区切换的可靠性问题。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应用基础理论》是一本有关GSM-R系统的理论书籍，可作为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学习GSM-R技术和知识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无线通信
、铁路通信系统工程建设的科技工程人员的培训教材或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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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1　GSM.R系统　　作为铁路信息化驱动力的铁路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Railway，GSM—R）技术，是国际铁路联盟（Union
International des Chemins de fer，UIC）为满足欧洲21世纪铁路一体化进程而推荐的欧洲铁路专用移动通
信系统，最早在欧洲发展起来。
该系统能满足国际铁路联盟提出的铁路专用调度通信的要求，具有功能完善、传输可靠、交换灵活、
容量大等特点，已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并在铁路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导着
全球铁路事业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综合化的方向迈进。
它与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GSM）既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诸
多不同。
　　1.1.1　GSM—R系统简介　　GSM.R是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的简称，是在GSM系统基础上增加
了调度通信功能（语音组呼、语音广播、增强多优先级与强拆等）、铁路特有的调度业务（功能寻址
、接人矩阵、基于位置的寻址等）来满足铁路专用调度通信的要求，并以此作为信息化平台，使用户
可以在此平台上开发各种铁路应用。
GSM—R的业务模型可以概括为：GSM—R业务=GSM业务+语音调度业务+铁路基本业务+铁路应用。
未来的GSM—R还将引入更多新的特性和服务，如货物跟踪、旅客信息服务等，这些都将确保铁路运
营方能够尽可能以低廉的价格为铁路乘客提供持续的高水平服务。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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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