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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5月24日和2009年1月7日注定要成为中国电信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日子。
2008年5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
拉开了运营商重组的大幕，国内6家运营企业重组为3家。
虽然重组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这个行业的竞争难度，甚至竞争还可能更加激烈，但是3家运营企业都
获得了全业务运营的资质，从此中国电信行业进入了全业务竞争时代。
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3张第三代移动通信（3G）运
营牌照，此举标志着，在中国，3G的3种制式在终端、系统、运营等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正
式步入3G时代。
　　3G虽然在中国刚起步，但在全球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3G，3G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我们当初设想的目标，我们也没有看到可以替代语音
应用或者可以与语音业务相类比的杀手级应用，但是从全球移动通信行业的大势来看，3G确实给运营
商和用户都带来了价值的提高。
　　从全球主要的3G运营商的运营实践来看，在移动语音业务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值持续下滑
的时候，3G的数据业务适时地使总体的ARP[J值得到了提升，而且数据业务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虽
然业务量的增长和收入的增长并不成比例）。
在发达国家中，移动数据业务的ARPU值在业务总体ARPU值中接近25％～26％，而且年增长率超过
了40％。
由此可见，虽然移动语音业务下滑，但是移动数据业务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移动宽带需求方面来看，国外权威机构的预测是到2012年全球的移动宽带用户数量可能达到10
亿以上，相对今天的移动宽带用户规模（不到4亿户）而言，市场潜力巨大。
　　互联网的发展给传统电信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电信行业也在这种冲击中，积极寻求转型并成
功地找到了新的生存模式。
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共有的个性化特征，使得我们对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结合充满期待。
移动互联网必定是一片新的天地，能够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娱乐带来更大的变化，使得互联网不仅
仅是休闲消费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成为价值的创造者。
　　移动网络技术的进步会使移动业务的应用形式发生重大的变化。
有些在第二代（2G、2.5G）网络上提供起来非常困难的业务，因为网络技术的进步而变得十分容易，
而很多在过去网络上流行的应用也很可能就此而淡出人们的视线。
相信随着3G在中国的逐渐应用和普及，3G将会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伴侣，从而大大地改变我们的生
活和工作习惯。
　　本书主要介绍3GFDD的一个重要分支——cdma2000方向的3G无线技术中的cdma20001x EV-DO
Rev.A的有关内容，全书共分7章。
第1章概述了CDMA技术、标准的发展历程，同时描述了CDMA系统中几个公共的基本参数。
第2章主要分析了cdma2000 1x EV-DO Rev.A空中接口，包括协议结构、物理层、MAC层、安全层、连
接层、会话层、流层、应用层等具体内容。
第3章介绍了IOS接口与呼叫流程方面的内容，包括IOS功能介绍、数据呼叫流程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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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cdma2000 1x EV-DO Rev.A无线网络技术方面的规范、设备和信令流程，内容包括空
中接口、IOS接口与呼叫流程、无线接入子系统、QoS保障机制、无线指标体系与参数、CDMA后续演
进等方面。
　　本书可供从事CDMA规划、网络建设、运营维护等方面的技术或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
校通信工程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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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码分多址（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是在军事通信的扩频通信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种无线通信技术。
CDMA技术的原理是基于扩频技术，将需要传送的具有一定信号带宽的信息数据，用一个带宽远大于
信号带宽的伪随机序列进行调制，使原始数据信号的带宽被扩展，再经载波调制后发送出去。
接收端使用完全相同的伪随机序列，与接收的宽带信号做相关处理，把宽带信号换成原信息数据的窄
带信号即解扩，以实现信息通信。
　　早在20世纪40年代，扩频通信就应用于军事通信中以起到抗干扰的作用，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
期才建议将扩频通信用于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中。
CDMA技术在蜂窝系统中的应用几乎是和TDMA技术同时被提出来的，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其中的
最主要原因在于：理论上CDMA系统的基站接收机只有在所有用户的接收信号电平都相同的情况下，
才能达到系统最大的容量；当一个用户的接收信号电平过高时，虽然自身的通信质量可能更好，但是
对其他用户就是一个更大的干扰，而在实际的蜂窝网络中，由于不同用户到基站接收机间的距离不同
，在用户发射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基站接收到的用户信号也有很大差异。
统计意义上讲，近端用户信号电平可能较高，远端用户的信号电平就很低，近端用户可以保证良好的
通信质量，但对远端用户会产生较强干扰（这种效果就是所谓的“远近效应”问题）。
在CDMA系统中，为保证系统可以有最大的容量，同时每个用户都能获得相同的通信质量，必须在对
每个用户保证相同的业务质量的前提下（业务种类也相同时），对其发射功率进行精确限定，使得基
站接收机接收到的不同用户的信号电平相同；同时由于用户可能随时处在移动状态，通信信道情况可
能随时会发生变化，要求发射功率还要能够根据信道的变化情况快速进行调整，也就是说CDMA系统
需要有高速、精确的功率控制，否则整个系统将难以理想地工作甚至出现系统崩溃。
在FDMA和FDMA系统中，虽然也存在远近效应问题，但是由于不同用户在频域或者时域上是正交的
，用户间的这种干扰可以完全消除，因而对功率控制的精度就没有必要严格限定。
而在码域，由于不同码道伪随机序列间的互相关不可能完全为零，因此这种干扰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
。
这种高速、精确的功率控制技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还难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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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全力打造　　关注3G FDD的一个重要分支：cdma2000Rev．A版本　　从空
中接口→呼叫流程→系统架构→指标体系　　供您参考、为您解惑、助您提升　　服务3G移动通信产
业大发展　　推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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