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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移动通信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在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应用的起步虽晚，但发展极其迅速，是当今发展最快、应用最广、技术最前沿
和市场前景最好的领域之一。
到目前，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总数已达四亿多用户，而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我国的移动通信网已成为世界上移动用户最多、网络规模最大、网络结构最复杂的移动通信网。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经历了第一代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第二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和基于CDMA码分多址技术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历程。
现今，我国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正处在GSM系统、CDMA系统和小灵通共存的时期，第三代移动通信
系统的商用也已提上日程。
而相互兼容各种移动通信技术的第四代标准目前已经悄然来临。
面对这种发展形势，社会对移动通信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许多高职院校为了培养这一领域的技术人才，纷纷开设移动通信课程，而目前适合高职院校的移动通
信教材较少。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系统、全面地阐述现代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术，避免繁琐
的数学推导。
本书根据移动通信的发展趋势和通信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要求，从应用出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合理安排课程结构和内容，力求用简洁、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贴切的例子阐述复杂的移动通信技术
，易于高职高专学生理解和掌握。
　　全书共分七章。
第1章移动通信概述，主要概述了移动通信的概念、发展历程、特点、组成、分类、工作方式、多址
方式以及编码与调制技术。
第2章移动信道中的电波传播及干扰，主要讲述天线的基本知识、电波传播特性以及传播的路径损耗
预测、移动信道的特征、分集接收技术以及噪声与干扰。
第3章组网技术，主要内容包括频率管理与有效利用技术、区域覆盖与信道配置、移动通信系统的网
络结构、多信道共用技术、信令、移动通信的移动性管理等。
第4章GSM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主要讲述GSM系统的组成、特点、编号计划、传输信道的种类和帧结
构、GSM系统的接续和移动性管理、安全性管理、支持的业务以及GPRS系统。
第5章CDMA移动通信系统，主要讲述码分多址的基本原理、码分多址在CDMA网络中的实现过程
、CI）MA移动通信系统的特点、网络结构和提供的服务、IS－95CDMA信道结构、移动性管理、呼叫
处理和功率控制。
第6章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介绍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特点、系统组成结构、网络演进策略、
实现3G的关键技术、三种技术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
第7章小灵通系统，介绍小灵通的组成、特点、网络结构、采用的关键技术和实现的业务。
　　本书的参考学时数为72－90学时，书中各章节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同院校可根据教学要求、专
业特点和课程设置等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取舍，灵活掌握，不会影响教学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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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现代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当今广泛使用的典型数字
移动通信系统。
较充分地反映了当代数字移动通信新技术的发展。
    全书共七章，主要内容有：移动通信概述、移动信道中的电波传播及干扰、组网技术、GSM数字移
动通信系统、CDMA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3G)和无线市话通信系统——小灵通。
每章均附有练习题与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通信技术、电子信息技术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的教材，也可供
通信行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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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7.2　同频道干扰　　同频道干扰是指同载频电台之间的干扰。
在电台密集的地方，若频率管理或设计不当，就会造成同频道干扰。
　　在移动通信系统中，为了增加频率利用率，有可能有两条或多条信道都被分配在一个相同频率上
工作，这样就形成一种同频结构。
在同频环境中，当有两条或多条同频波道在同时进行通信时，就有可能产生同频道干扰。
　　移动通信设备能够在同频道上承受干扰（同频干扰）的程度与所采用的调制制式有关。
一般情况下，信号强度随着基站的距离增大而减弱，但是这种减弱不是均匀的，还与地形和其他因素
有关。
　　为了避免产生同频干扰，应在满足一定通信质量前提下，选择适当的复用波道的保护距离，这段
距离即为使用相同工作频道的各基站之间的最小安全距离，简称同频道再用距离或共道再用距离。
所谓“安全”是指接收机输入端的有用信号与同频道干扰的比值大于射频防护比。
再用距离越近，同频道干扰就越大；再用距离越远同频道干扰就越小。
由于同频道干扰影响与调制制式及频偏有关；因此在不同信号和不同干扰的情况下，射频防护比有所
不同。
表2.1列出了射频防护比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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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关于介绍“移动通信技术”的专著，全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现代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当今广泛使用的典型数字移动通信系统。
较充分地反映了当代数字移动通信新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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