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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原理与应》

前言

　　2001年3月，3GPP第11次全会正式接纳由中国提出的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全部技术方
案，这标志着TD-SCDMA从此成为一种以我国知识产权为主的、被国际上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第三代移
动通信国际标准。它是由GSM平滑过渡而来的，可以充分利用GSM与其共通性，在发展初期节约成本
，以推广TD－SCDMA的3G特色业务。如可视电话、视频共享、视频会议、多媒体彩铃、视频留言、
手机电视、PoC（无线一键通）等3G业务，以及目前中国移动正在推进的飞信、手机邮箱、手机银行
、手机报、条码凭证等多项服务。　　TD-SCDMA是首次由我国提出并被国际认可的第三代移动通信
系统标准，也是我国在无线通信方面实现突破和跨越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相信其必然在我国通信
事业的未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书力图向读者全面、系统而深入地介绍，TD-SCDMA基本
原理及其应用的相关知识，本书有以下特点。　　概括性：每章的标题就是对该章内容的高度概括，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对其进行的解释尽可能做到准确、翔实。　　完整性：从TD-SCDMA起源到未来展
望，从TD－SCDMA基本结构到关键技术，从TD-SCDMA的原理到实践应用操作，详细地阐释TD
－SCDMA。　　实用性：紧密结合应用，以现网的仿真软件为例，具体地为读者介绍了D-SCDMA相
关实践操作。　　新颖性：以中国移动一期招标TD－SCDMA设备为立足点，详细介绍了TD-SCDMA
这一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被国际上广泛接受和认可的3G标准。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疏漏之
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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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原理与应》

内容概要

《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原理与应用:原理/设备/仿真实践》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重点在于
夯实基础，包含TD－SCDMA的起源、发展以及未来展望，TD－SCDMA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等相
关知识；第二部分重点介绍TD－SCDMA设备的原理及应用，包含TD－SCDMA的硬件基础知识、仿
真软件的数据配置指导。该仿真软件是模仿现网中运营商所使用的软件进行设计的。书中对TD
－SCDMA网络搭建所需的相关知识和数据配置步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原理与应用:原理/设备/仿真实践》的配套光盘，按照教材中的讲解顺序对
数据配置的每一个步骤进行动态演示，以强烈的真实感促进读者在应用方面的学习。
《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原理与应用:原理/设备/仿真实践》内容全面、叙述清楚，又非常注重实用
性。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同时也适合有一定工作经验，对TD－SCDMA感兴趣的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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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原理与应》

章节摘录

　　20世纪90年代开发出了以数字传输、时分多址（TDMA）和窄带码分多址（N.CDMA）为主体的
移动电话系统，称之为第二代移动电话系统（2G）。2G除提供语音通信服务外，还可提供低速数据服
务和短消息服务。　　（1）TDMA系统　　TDMA系列中比较成熟、有代表性的制式有泛欧GSM（全
球移动通信系统）、美国D－AMPS（数字AMPS）和日本PDC（个人数字蜂窝电话）。　　3种不同制
式的共同点是数字化，时分多址的语音质量比第一代好，保密性好，可传送数据，能自动漫游等。3
种制式各有其优点：PDC系统频谱利用率很高；D-AMPS系统容量最大；GSM技术最成熟，而且它
以OSI为基础，技术标准公开，发展规模最大。　　（2）N-CDMA系统　　N－CDMA（窄带码分多
址）系列主要是以高通公司为首研制的IS-95系统。由于北美地区已经有统一的AMPS模拟系统，因而
该系统按双模式设计。　　（3）第二代移动电话系统的不足　　第二代移动电话系统存在一些共同
的问题，如频带太窄，不能提供如高速数据、慢速图像与电视图像等各种宽带信息业务；无线频率资
源紧张，抗干扰抗衰落能力不强，系统容量不能满足需要；频率利用率低，切换容易掉话；不同系统
间不能兼容，使用的频率也不一样，全球漫游比较困难。（GSM虽然号称“全球通”，实际未能实现
真正的全球漫游，尤其是在移动电话用户较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均未得到大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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