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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超移动宽带（UMB）是3GPP2制定的空中接口规范，相当于3GPP的LTE。
3GPP2于2007年9月发布了UMB2.0版本，标志着该标准的成熟，UMB是cdma2000标准体系的3G演进技
术，也称为3.9G，是全球旨个基于IP的移动宽带标准，是cdma2000标准家族中的最新成员。
UMB采用了OFDM和MIMO主流技术，并且使用了大量其他的先进技术，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用户体
验，并提高运营商的赢利能力。
　　UMB技术是三大3G演进技术（UMB、LTE和WiMAX）之一，它与以往的以CDMA技术为主的3G
技术不同，在性能上有了质的飞跃，扁平化的网络结构使得传输时延大大降低。
从技术角度来说，LIMB与当年的IS－95标准的地位类似，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
被业内看作为4G的IMT－Advanced技术的基础，因此，深刻理解这项技术，不管是对于技术开发，还
是更好地理解IMT－Advanced技术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关于UMB技术方面的书籍在国内还没有见到，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UMB这项技术。
　　本书详细讲解了UMB中所用到的各种关键技术，同时也对一些算法的实现过程进行了具体描述，
尽量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
　　本书由张智江、吴树兴、顾曼霞等编著。
其中，吴树兴编写第1、2、3、4、5、6、9章，顾曼霞编写第7、8章，张智江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和审定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高通公司的郭霁明、杜志敏，阿尔卡特－朗讯公司的张文涛、刘建，北电公
司的李爱民，摩托罗拉公司的左威东、何晓梅，中兴公司的赵孝武、辛雨，华为公司的黄龙贵，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传输所的杜滢等人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读者可通过电子邮件(liuyang@ptpress.com.cn)与本书责任编辑交流。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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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专门介绍3GPP2制定的cdma2000向后演进技术——超移动宽带(UMB)的标准和相关技
术的图书。
全书共分9章，首先介绍UMB技术的发展情况，然后从第2章到第5章分别描述了UMB中所采用的多址
接入、编码调制、HARQ和先进多天线技术，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内容，在每章前半部分
对相关技术的基础知识也进行了简要介绍。
本书的第6章和第7章分别对UMB的物理层/MAC层技术和上层相关技术进行了具体叙述，第8章
对UMB中所采用的其他关键技术进行了大概介绍，最后则对UMB中实现广播/多播业务的物理层/MAC
层、上层技术进行描述。
　　 　　本书主要适用于从事3G演进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发人员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科研工作
者阅读，也可以作为移动通信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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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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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　　　1.1.2　第一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1.1.3　第二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1.1.4　第
三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1.2　G及3G演进标准化工作介绍　　　1.2.1　WCDMA/HSDPA/HSPA/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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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　　1.3　UMB的发展　　1.4　UMB网络结构　　1.5　UMB空中接口协议总体描述　第2章　多
址接入技术　　2.1　OFDM技术　　　2.1.1　OFDM概述　　　2.1.2　OFDM基本原理　　　2.1.3
　OFDM系统的优点　　　2.1.4　OFDM系统的缺点　　　2.1.5　OFDM技术应用　　2.2　CDMA技
术　　2.3　UMB中的多址技术　　　2.3.1　基本传输技术　　　2.3.2　旋转OFDM　第3章　编码和
调制技术　　3.1　数字调制基础　　　3.1.1　二进制数字调制原理　　　3.1.2　多进制数字调制原理
　　3.2　编码理论基础　　　3.2.1　检错码　　　3.2.2　纠错码　　3.3　UMB编码和调制　　　3.3.1
　编码调制结构　　　3.3.2　检错　　　3.3.3　前向纠错　　　3.3.4　信道交织　　　3.3.5　序列重
复　　　3.3.6　数据加扰　　　3.3.7　调制　第4章　HARQ技术　第5章　先进天线技术设计　第6章
　物理层/MAC层技术　第7章　上层相关技术　第8章　其他关键技术　第9章　UMB BCMCS技术及
实现　缩略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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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移动通信技术和UMB标准的发展　　近年来，移动用户对高速数据业务的迫切需求促
使3G及其演进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快速发展，其中，UMB是由3GPP2引导的3G演进技术，它以OFDM为
基础，引入了大量先进技术，具有数倍于3G系统的数据速率，可以满足未来移动通信对数据业务的要
求。
本章简要回顾蜂窝移动通信的发展历史，然后介绍3G及其演进技术的标准化工作情况，最后对UMB的
发展、网络结构和空口协议的组成进行总体描述。
　　1.1　蜂窝移动通信发展历程　　1.1.1　蜂窝移动通信的产生　　移动通信起源于电磁波的产生。
早在19世纪60年代，麦克斯韦就在理论上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随后赫兹进行了实验证实，到了20世
纪初马可尼等人利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无线通信获得了成功，从此世界进入了以电磁波为媒介的无线
通信新时代。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普渡大学学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可以有效工作的移动通信系统——超外
差式无线电接收机，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移动通信时代的到来；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部调幅
制式的双向移动通信系统；20世纪3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调频制式的移动通信系统。
由于调频制式的移动通信系统在性能上明显优于调幅制式，因此当时的调频制式移动通信系统逐渐占
据主流地位，这个时期主要完成了通信实验和电磁波传输的实验工作，在短波波段上实现了小容量专
用移动通信系统。
这种移动通信系统存在着工作频率较低、话音质量差、自动化程度低、难以和公众网络互通等诸多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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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移动宽带(UMB)空中接口技术与实现》主要适用于从事3G演进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开
发人员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科研工作者阅读，也可以作为移动通信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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