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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第l版，即“应用型本科电子与通信类系
列教材”之一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教学实践后修订而成的。
针对应用型本科电子与通信专业的教学特点，我们编写了本书。
本书在内容的选取上，注重基础性、实用性、系统性以及反映现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最新发展；在文字
上力求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对于需要的数学公式，除简单的数学分析，尽量避免繁琐的数学推导，
以突出重点。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数字移动通信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当前广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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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新技术。
主要内容有：移动通信概述、移动通信的电波传播、移动信道中的干扰和场强估算，移动通信组网技
术，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和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
信系统。
全书每章后均附有习题。
　　本书的参考学时数为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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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何林娜老师担任主编，邓琛老师担任副主编，由上海交通大学罗汉文
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李莉教授主审。
全书共分6章。
何林娜老师编写第1、2、3、4章，邓琛和陈益平老师编写第5章，陈益平老师编写第6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罗汉文教授和李莉教授的多方关怀和指导，两位教授提出了许多建设
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还得到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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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数字移动通信的基本原理、基
本技术和当前广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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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发展。
    全书共6章，主要内容有：移动通信概述、移动通信的电波传播、移动信道中的干扰和场强估算，移
动通信组网技术，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和第三代、第四代数
字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综述。
每章后均附有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和其他相近专业的本科和研究
生教材，也可作为通信工程以及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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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信系统是指包括双方通信设备在内的整体。
移动通信系统包括公用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系统、无线寻呼系统、无绳电话系统、集群移动通信系统、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和无中心移动通信系统等。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公用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它具有涉及的技术领域广、技术新、网络能力强等特点
，它的发展代表着整个移动通信未来的方向。
随着电子技术，特别是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移动通信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
随着其应用领域的扩大和对性能要求的提高，促使移动通信在技术上和理论上向更高水平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动通信已成为现代通信网中不可缺少并发展最快的通信方式之一。
　　1.2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　　1897年意大利科学家M.G马可尼在赫兹实验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陆地
和一只拖船之间利用无线电波进行信息传输，证明了在移动体之间以无线方式进行通信的可行性。
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移动通信的发展一直相当缓慢，只在短波的几个频段上开发出了专用
移动通信系统，而且一般只用于军队和政府部门。
但在近十几年以来，移动通信的发展极为迅速，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
中。
移动通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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