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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无线通信与移动通信技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能够随时随地提供信息服务的移动计算与
宽带无线通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无处不在的网络终端、以人为本、个性化、智能化的移动计算以及方便快捷的无线接入、无线互连等
新概念和新产品，已经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领域。
随之而来的便携式终端以及与无线通信相关的新技术、新名词层出不穷，其中，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
的发展更是百花齐放，令人目不暇接。
正是由于无线频率资源的日益珍贵，短距离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因而受到
世界各国工业界和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
近来常见的热门话题中，除了蜂窝移动通信的各种技术标准，如GSM、CDMA、w.CDMA以外，还包
括无线局域网（WLAN）、无线个域网（WPAN）等。
相关有代表性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标准有：IEEE 802.11b、IEEE 802.11a、IEEE 802.11g、Bluetooth
、HiperLAN2、LJWB等。
其中，比较成熟的产品所遵行的技术标准是以IEEE 802.1lb和蓝牙为主。
虽然这些技术标准目前还在不断发展之中，但已经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无线移动通信与传统的有线网络通信系统的主要区别就是，借助在空中传播的电磁波取代原有的
电缆来传输信息，从而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非常方便快捷的通信方式。
正是由于传输媒介的不同以及通信终端的可移动性，无线移动通信的技术解决方案与传统的有线网络
通信就会有很多不同。
因此，无论是多年从事电信网络业务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还是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高校毕业
生，都迫切需要学习和了解无线通信与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及其系统化完整解决方案。
本书正是针对这一需求而编写的一本讲授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教材，并配有精心编辑且可免费下载
的PowerPoint授课幻灯片。
本书讲授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特点是“高屋建瓴、钩玄提要”，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无线移动
通信系统的完整形象。
基于这种广阔的视角，书中并未对所涉及的各种无线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和系统的具体技术细节进行赘
述，而是抓住无线移动通信技术方案的本质及其关键技术加以论述，并且将其与传统的有线网络通信
技术进行对比，从而使读者能够加深理解，迅速掌握有关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
还可以让读者在未来面对各种新兴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时候，能够很快抓住本质，触类旁通，举一反
三，从容应对，而不至于陷入技术枝节、手忙脚乱、不得要领。
本书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是作者多年在德国著名大学讲授移动通信课程的经验积累，其中包括与
学生们长期交流、交互学习的体会。
作者在书中每一章的后面都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读者在复习时做参考。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实用性很强。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关于无线移动通信系统不可多得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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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第2版）（翻译版）》是移动通信领域的导论，主要讨论数字数据传输。
《移动通信（第2版）（翻译版）》主要适用于选修计算机网络或通信课程的电气工程或计算机科学
专业的学生、从事固定网络相关工作并且想要了解网络技术未来发展趋势的工程师以及想要对移动通
信有全面了解的管理人员。
要求读者对通信知识有基本了解并且掌握有关因特网或者网络的一般性知识。
虽然已经存在专注于特定技术的各种资源，但是《移动通信（第2版）（翻译版）》试图从计算机科
学的视角去涵盖移动通信的各个方面。
此外，《移动通信（第2版）（翻译版）》还指出了不同技术解决方案的共同属性，并阐明众所周知
的从固定网络到网络支持终端系统移动性和无线接入网络的各种业务和应用的集成。
如果读者对某个主题的细节信息感兴趣，他／她能够从中找到许多有关研究型参考文献或网站的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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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7 GSM　　GSM是当今全球最成功的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它在世界范围内的190多个国家有超
过8亿的用户。
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面临着许多模拟移动电话系统共存的问题，它们大多建立在相似的标准之上（
如NMT 450），但运行在有细微差别的载波频率上。
为了避免第二代全数字系统产生相同的情况，1982年成立了移动专家小组（Groupe Speciale Mobile
，GSM）。
由这一小组开发的系统命名为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 for：Mobile Communications，GSM）
，采用ETSI（ETSI，2002）、（GSM协会，2002）的规范说明。
基于UMTS背景以及3GPP的创建（第三代合作项目3GPP，2002a），GSM的整个发展过程转到3GPP上
来，并且联合3G的开发做更深入的研究。
3GPP给所有的GSM标准注入了新的内容。
然而，为保持与绝大部分GSM系统的一致性，GSM部分保留最初的版本（有关变化参见3GPP，2002a
）。
第4.4节将更详细地描述目前正在使用的接口规范。
　　GSM的主要目标就是提供一个移动电话系统，它能够使用户在整个欧洲漫游，并提供与ISDN和其
他PSTN系统兼容的语音业务。
最初的系统规范已经有5 000多页；新的业务，尤其是数据业务，现在已经加上了更多的规范细节。
对ISDN参考模型熟悉的读者将会看到许多相似的缩写、参考点和接口。
GSM标准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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