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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从第3代移动通信（3G）业务运营的角度来全面系统介绍3G业务及其实现技术的专著。
首先概述了全球3G发展状况，然后重点分析了短信、WAP、多媒体消息、定位、OTA下载、流媒体
、移动支付、视频电话、多媒体个性化回铃、手机搜索、二维码、个人信息管理和手机电视等典型3G
业务，以及PoC、即时消息和视频共享等IMS业务，最后介绍了终端设备管理、数字版权管理和数字
认证等与3G业务管理相关的关键技术，以及与3G业务运营密切相关的3G终端和USIM卡。
    本书可供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和研究设计机构中从事移动通信业务运营、业务研发与系统维护
的工程技术人员、市场策划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3G业务的培训教材，还可供高等院校
通信工程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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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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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招生方向是宽带通信网络，在研究生培养上将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学生实
践能力的训练提供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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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3G业务概述　　本章概括了第3代移动通信（3G）在全球的网络部署和业务发展情况，介
绍了3G相关标准组织和标准化进展，并简要分析了3G业务价值链、业务管理模式和终端运营模式，从
而使读者对3G业务概貌有一个初步认识。
　　1.1　3G网络部署情况　　1.1.1　3G网络的发展背景　　3G是英文3rd Generation的缩写，意即第3
代移动通信系统，3G的到来标志着移动通信系统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1代移动通信系统是模拟通信系统，该系统采用频分多址（Frequency DivisionMultiple Access
，FDMA）的方式来区分用户，调制方式为调频（FM），主要承载语音业务。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推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随时随地通信功能的大容量蜂窝移动通信系
统&mdash;&mdash;AMPS（Advanced Mobile Phone System）系统。
欧洲也推出了TACS（TotalAccess Communication System）的模拟系统向用户提供移动通信的商业服务
。
　　AMPS和TACS成为第1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标志，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第一代通信系统真正的
商业运营。
1987年，中国采用TACS制式，建成开通了中国第一个公用移动通信网。
　　这一时期，由于世界各国采用不同的制式、不同的频带和信道带宽来组建移动通信网络，用户的
漫游很不方便，这使得第1代移动通信系统只能是一种区域性的移动通信系统。
此外，在使用的过程中，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也暴露了很多问题，诸如频谱效率低、费用昂贵、业
务种类单一、保密性差和呼叫中断率高等，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容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移动通信
用户的需求。
　　相对于第1代的模拟移动通信系统，数字移动通信系统被称为第2代移动通信系统。
数字通信技术的出现以及快速发展，使得在移动通信领域中采用数字技术取代模拟技术成为了必然趋
势。
数字无线传输技术的频谱利用率高，可以大大提高系统容量；而且数字移动通信网可以提供语音和数
据等多种业务。
　　第2代移动通信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在90年代初期投入商用。
第2代移动通信系统有两种多址方式，一种是时分多址（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TDMA）；另一
种是码分多址（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CDMA）。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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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容涵盖了目前实际应用的绝大部分3G业务，从业务功能、业务流程和技术实现等多个方面对3G
业务进行了分析；介绍了IMS及其典型业务应用，以及3G业务管理和3G终端中的关键技术。
　　当前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的发展成为电信产业中的亮点，3G业务是3G系统的灵魂。
本书从3G业务的视角，分别介绍了3G业务特点、3G价值链的特点、3G业务管理模式以及3G终端运营
模式，以深入浅出的语言，从技术层面对典型的3G业务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涵盖具体实现流程、系统
架构和接口等技术细节；为了适应3G业务管理不断的提升需求，本书还介绍了3G业务管理中的几种新
技术，如数字版权管理（DRM）和终端设备管理（DM）等；从3G终端和USIM卡的角度介绍了终端
和USIM的一些业务，分析了其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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