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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TD-SCDMA/HSPA无线网络优化原理与实践》由于伟峰编著，共14章，是对TD-SCDMA／HSPA无
线网络优化的基本概述，包括射频优化、链路层ARQ
优化、TCP层优化、应用层协议分析、HSDPA／HSUPA分层优化、典型接入、切换信令流程分析、室
内分布及特殊场景优化等，同时《TD-SCDMA/HSPA无线网络优化原理与实践》基于分层优化的思想
，从物理层、链路层、RRC层、TCP层、应用层的角度分析了TD-SCDMA数据业务网络优化，并列举
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案例。

《TD-SCDMA/HSPA无线网络优化原理与实践》的主要读者对象是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网络运营商
、服务提供商中从事TD.SCDMA网络优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专院校通信相关专业的师生。
考虑到上层协议的相似性，《TD-SCDMA/HSPA无线网络优化原理与实践》也可作为WCDMA网络规
划、优化工程师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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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4 系统资源　　与系统资源相关的KPI指标包括：话务量、流量、码资源利用率等指标。
其中，话务量是CS域特有的指标，包括语音电话话务量和视频电话话务量。
流量是PS域特有的指标，而码资源利用率则是衡量网络负荷的重要指标，网络优化人员需要定期查看
和对比码资源利用率，以决定网络是否存在过载的风险。
　　对运营商来讲，无限制地追求网络覆盖与容量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运营商也要保护投资人利益，因此需要在保证网络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对投入产出比进行优化。
　　如果仅从码资源利用率来看，全国的码资源利用率都不是很高，远未达到需要扩容的临界值。
但HSDPA业务有其特殊性，承载用户数据的HS-PDSCH信道为共享信道，调制方式与传输格式处于动
态变化中，同时还受限于伴随信道、用户平均速率等多重因素。
在此前提下，不宜继续以码资源利用率作为唯一的评估标准，而是需要根据HSDPA业务的特点，结合
用户体验和业务模型等多种因素重新定义一套更加全面、合理的系统指标，科学地评估HSDPA网络的
无线资源利用率，为扩容和优化提供参考。
例如，忙时HSDPA平均接入用户数、忙时HSDPA业务码道承载能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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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TD-SCDMA/HSPA无线网络优化原理与实践》特色对通信信令进行深入剖析，将信令体系与功
控、算法、信道配置等知识点联系起来，建立分层优化的概念，充分考虑各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丰富的TD。
SCDMA网络规划优化案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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