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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具有提供更大的系统容量和更灵活的高速率、多速率数据传输的能力，除了
话音和数据传输外，还能传送高达2Mbit／s的高质量的活动图像，真正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与任何人”都能便利通信这个目标。
　　CDMA通信系统使用扩频通信技术。
扩频通信技术在军用通信中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主要用于两个目的：对抗外来强干扰和保密。
因此，CDMA通信技术具有许多技术上的优点：抗多径衰减，具备软容量、软切换能力，其系统容量
比GSM系统大，采用话音激活、分集接收和智能天线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系统容量。
　　由于CDMA通信技术有上述的技术优势，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采用宽带CDMA技术。
现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无线传输技术主要有3种：欧洲和日本提出的WCDMA，北美提出的基
于IS-95CDMA系统的cdma2000，以及我国提出的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TD-SCDMA。
　　移动通信是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通信网络飞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市场的需求，而各通信网络运
营商对通信网络的投资的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
优良的通信网络工程设计可以使运营商在相同的投资规模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这就凸显出通信网
络工程设计的重要性，这也是通信网络工程设计的意义所在。
　　一个完整的通信网络的建设过程是规划、设计、施工、优化。
这个过程的表现是由大到小、由粗到精、由概括到具体的设计调整过程，是一个设计、调整、再设计
、再调整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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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TD-SCDMA是由我国提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
TD-SCDMA移动通信网络的规划与设计是建设高质量TD-SCDMA网络的关键。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TD-SCDMA移动通信网络的规划与设计，内容包括TD-SCDMA的网络结构、
物理层技术、TD-SCDMA演进、通信网络规划与设计理论基础及流程、网络规划与设计所必需的工具
——链路传播模型、链路预算、业务预测、业务模型，以及TD-SCDMA的无线网络、传输网络、室内
分布系统、天馈系统和电源与配套系统的规划与设计。
本书还介绍了TD-SCDMA与GSM的联合规划与设计、TD-SCDMA与WCDMA联合组网以及HSDPA
、HSUPA的规划与组网策略。
    本书内容丰富，结构清晰，图文并茂，适合于从事电信工作，特别是从事通信网络规划与设计、通
信网络维护、移动通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应用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
专业或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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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TD-SCDMA移动通信网络概述　　1.1 TD-SCDMA技术概述　　1.1.1 TD-SCDMA标准的形
成　　早在198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就提出了第三代移
动通信的概念，同时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TG8／1进行研究，当时将其称为未来陆地移动通信系统
（FPLMTS，Future Public Land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FPLMTS的研究工作在1996年后取得了迅速的进展。
首先，ITU于1996年确定了正式名称：国际移动通信-2000（IMT-2000）。
IMT-2000最关键的是无线传输技术（RTT，Radio Transport Technology），无线传输技术主要包括多址
技术、调制解调技术、信道编解码与交织、双工技术、信道结构和复用、帧结构、射频（RF，Radio
Frequency）信道参数等。
ITU于1997年制订了M.1225建议，对IMT-2000无线传输技术提出了最低要求，并面向世界范围征求无
线传输建议。
　　为了能够在未来的全球化标准的竞赛中取得领先地位，各个地区、国家、公司及标准化组织纷纷
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标准，截至1998年6月30日，ITU共收到16项建议，针对地面移动通信的就有10项之
多，其中FDD双工方式8个，TDD双工方式5个。
　　1998年，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集团）代表我国向ITu提出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时分双工同
步码分多址（TD-SCDMA，Time Division Duplex.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x Access）标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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