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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TD-SCDMA技术由中国提出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目前国内外多个通信
厂商参与技术研究与产品生产。
中国移动运营商中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公司正在建设自有知识产权的TD-SCDMA网络来承载中国第三
代移动通信，目前已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建设有TDSCDMA移动网络。
基于TD-SCDMA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对TDSCDMA技术人才的需求，并结合国内高等职业教育的定
位和特点进行了本教材的编写。
　　本教材以TDSCDMA移动网络系统建设与运行维护的实际工作环境为依据，按照移动网络的建设
与运行维护的实施步骤编写了本教材。
内容包括TDSCDMA移动网络规划、移动网络设备的配置与安装、网络设备调测与割接、移动网络设
备运行维护等4大部分。
本教材系统的讲述了TDSCDMA网络建设维护中的各环节内容，并结合华为公司的TDSCDMA设备对
实际系统配置、工程安装、设备调测、运维与故障处理等进行了具体的学生技能训练。
通过本教材的学习可以使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掌握TDSCDMA3G网络规划建设、安装调测和运行维护
的基本技能，为移动系统网络规划建设和移动系统运营维护等方面培养相关的中级技术人才。
　　本教材针对实际移动网络设备和设备操作流程进行编写，实践操作性强，便于教学和实训练习。
为了配合对TDSCDMA技能的掌握与理解，每个教学任务单元除了有详细的文字叙述外，还配有大量
的展示图片和分析步骤流程，同时为了便于知识的贯通和拓展，还为每个教学单元编排了考核评估，
强化了教学效果。
　　本书可作为全日制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通信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通信企业中运维人员技能鉴定、
新员工上岗等培训的参考书。
　　本书由北京电子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编写。
刘威，陈海燕担任主编，李莉担任副主编。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其它老师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真诚希望广大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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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当前3G技术的TD-SCDMA移动网络系统建设与运行维护的实际工作环境为依据，按照移动网络
的建设与运行维护的实施步骤进行编写。
全书共分五章，内容涵盖了：TD-SCDMA网络系统导论、TD-SCDMA移动网络规划、移动网络设备的
配置与安装、网络设备调测与割接、移动网络设备运行维护等。
本教材系统的讲述了TD-SCDMA网络建设和维护中的各环节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华为公司
的TD-SCDMA设备进行实际工程组网规划、系统配置、工程安装、设备调测、运维与故障处理等方面
知识和技能的全面性讲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类、电子信息类专科、本科层次的教材用书，也可供有关通信领域技术培
训及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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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 任务书：机房辅助设备维护3    5.5.5 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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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移动通信系统的演进经历了三代，从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1st Generation，简称为1G，后同
），到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系统（2G），再到现在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3G）。
目前正在向后三代或第四代宽带移动通信系统（B3G／4G）发展和演进。
　　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俗称“大哥大”所采用的技术）是指最初模拟的、仅支持语音业务的蜂窝
电话技术标准。
该标准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该通信系统频率利用率低、电话不能漫游、各个系统间难以互联互
通等问题，很快被市场和随之而来的通信新技术所淘汰。
　　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主要采用数字的时分多址技术和码分多址技术。
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主要提供数字化的语音业务和低速数据业务。
它克服了第一代模拟通信系统的诸多缺点，在语音质量、保密性、业务能力等方面均有很大提高，而
且支持漫游功能。
但是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也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其有限的带宽限制了数据业务的应用和发
展，无法实现诸如移动多媒体等高速率的数据业务。
另外，全球各个区域和厂商使用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采用不同的制式，移动通信标准不统一，导致
用户只能在同一制式覆盖的区域内漫游，无法实现全球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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