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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TE技术作为未来宽带移动通信技术的主流标准，无论是运营商还是解决方案设备提供商都投入了大
量的资源启动对LTE的研发工作。
为了使从事无线通信行业的技术人员以及准备从事无线通信行业的人员掌握其中的精华，这本由张志
林编著的《3GPP
LTE物理层和空中接口技术》采用由浅入深的思路向读者展现LTE物理层和空中接口技术。
书中通过大量的实例向读者呈现讲解的内容，使读者理解和掌握问题的本质，改变以往读者被动接受
概念和原理的局面。

 《3GPP
LTE物理层和空中接口技术》共涵盖7章，分别介绍了LTE产生的背景，对LTE的网络架构和协议栈作
了简要的说明；无线通信技术以及数字信号处理过程，结合实例言简意骇地说明实现原理和方法：
LTE物理层技术，重点对物理帧结构、物理资源划分以及物理信道的调制实现进行了说明；LTE物理层
复用技术及物理层过程；LTE的空中接口技术及实现流程，MAC子层、RLC子层、PDCP子层以及RRC
层的功能和实现机制，RRC层实现的具体流程；多天线技术的原理及应用；LTE的下一步演进LTE-A的
发展趋势及关键技术。

本书可作为从事移动通信工作的技术人员，包括运营商工作人员、解决方案设备提供商研究开发人员
的技术书籍，也可作为各高校相关通信专业师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参考书或研究生的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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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样值同步：就是要求发送端和接收端的采样频率一致。
由于估计误差、噪声干扰、发射端晶体振荡器的漂移，接收端采样时钟不可能毫无误差地跟踪发射端
晶体振荡器的变化，采样点总会稍慢或稍快于发射端时钟，因此产生采样时钟频率偏移。
这种误差量常常可以被忽略，实际上对于子载波数目很大的系统，采样时钟频率偏移会造成两方面的
影响：一是产生时变的定时偏差，导致接收机必须要跟踪时变的相位变化；二是采样时钟频率的偏移
就意味着周期有偏差，因此经过采样的子载波之间不再保持正交性，从而产生ICI。
在利用同步采样的OFDM。
系统中，可以从接收到符号星座点的相位旋转中得到瞬时的采样定时偏差，数字锁相环利用这一信息
去控制压控振荡器，以确定采样时刻，这样就可以保证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的采样定时偏差的均值为
零。
　　由于同步是OFDM技术中的一个难点，很多OFDM同步算法，主要是针对循环扩展和特殊的训练
序列以及导频信号来进行。
上述三种同步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所以一般都是将这几种同步综合起来考虑，实际系
统中同步的实现一般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捕获阶段，即进行粗同步，使得需同步的参量在一个较小
的范围内变化。
第二步是跟踪阶段，即进行细同步以进一步减小同步误差使得同步尽可能精确。
3）信道估计技术关于信道估计的概念以及分类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描述，此处不再过多描述，仅简单
回顾一下。
无线通信系统的性能主要受到无线信道的影响。
无线信道的随机性导致接收信号的幅度、相位和频率失真，很难进行分析。
为了恢复出原始数据流，接收端必须先进行信道估计，获得子载波上的参考相位和幅值。
信道估计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整个OFDM系统的性能。
常见的信道估计方法有两类：基于导频信息的信道估计和基于循环前缀的盲信道估计。
在OFDM系统中，信道估计器的设计主要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导频信息的选择，由于无线信道的时
变特性，需要接收机不断对信道进行跟踪，因此导频信息也必须不断地传送；二是对既有较低复杂度
又有良好导频跟踪能力的信道估计器进行设计，在确定导频发送方式和信道估计准则条件下，寻找最
佳的信道估计器结构。
差分检测和相干检测是常用的方法。
　　接收端使用差分检测时不需要信道估计，但仍需要一些导频信号提供初始的相位参考，差分检测
可以降低系统的复杂度和导频的数量，但却损失了信噪比。
尤其是在OF.DM。
系统中，系统对频偏比较敏感，所以一般使用相干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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