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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TE是第四代移动通信的主流技术之一，3GPP组织将LTE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长期演进技
术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和标准化工作，LTE及其增强版本LTE-Advanced的研究和标准化受到了全球运营
商和设备商最为广泛的支持和参与TD-LTE是时分双工模式的LTE系统，是TD-SCDMA系统的后续演进
技术与标准。
2000年，我国提出的TD-SCDMA标准被ITU和3GPP正式接纳成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实现了我
国电信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TD-LTE作为FD-SCDMA后续演进标准，明确了TD-SCDMA作为一个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国际标准的
演进路线，同时TD-LTE的标准化也标志着在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中TDD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得到了
国际移动通信产业界广泛的认可、积极的参与和大力的支持。
　　从TD-SCDMA技术发展和标准演进的路径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
的TD-SCDMA及TD.SCDMA增强型标准，是基于CDMA的技术体制；第二阶段的LTE和开始制定
的LTE-Advanced标准，是基于OFDM的技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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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专门介绍TD-LTE系统与技术的图书，书中全面介绍了TD-LTE标准及技术，详细探讨
了TD-LTE的特有技术，并对LTE系统技术与标准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完整描述。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从事移动通信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的人员、网络规划设计工程师、系统运
营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通信专业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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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7 控制信道设计　　和以往的通信系统相似，为了支持下行和上行的高效数据传输，TD-LTE物
理层需要设计相应的控制信道传输调度和反馈等控制信令。
在TD-LTE系统中，资源调度和数据传输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系统容量也大大提升，因此低开销、灵
活、性能可靠的控制信道和控制信令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3.7.1下行控制信道　　下行控制信道用于承载下行控制信令，在LTE系统中主要包含用于下行数
据传输的调度信息（例如资源分配信息、调制编码方式等）、上行数据传输的HARO应答信息、上行
功率控制命令等，这些控制信令由物理层或者MAC层产生，通常也称为“层1／层2控制信令”。
　　3.7.1.1下行控制信道的用途和设计原则　　在TD-LTE系统中，下行控制信道和控制信令设计中主
要考虑了如下因素。
　　（1）控制信令覆盖和传输可靠性　　控制信令需要满足小区内所有用户的正确接收，LTE系统中
采用了信道编码、频率分集、资源交织、扩频、发射天线分集等技术保证了控制信令传输的性能和覆
盖。
　　（2）控制信令容量和开销LTE系统支持大用户容量和灵活的资源调度，例如在20MHz系统带宽情
况下，每个子帧最多可以有数十个用户被同时调度。
在TD-LTE系统中，多用户根据调度情况动态地使用共享的控制信道资源传输控制信令，使得系统能
够以较小的控制信道开销支持较大的用户容量。
　　（3）控制信令处理复杂度和调度时效性　　LTE系统中控制信令采用复杂度较低的OPSK调制以
及卷积或重复编码，使得终端解码控制信令的复杂度得到控制。
同时，TD-LTE下行控制信令和数据发送采用时分方式，在一个下行子帧内将控制信令放在数据之前
，使得控制信令可以调度其所在子帧的下行资源，将数据调度延时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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