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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电信市场的逐步放开和3G脚步的临近，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运营商提供无线通信服务，大
批基站即将兴建，户外设站资源日益匮乏；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和办公室逐渐成为人们
的主要生活场所，人们对室内无线网络的质量和容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基站设置的景观化要求也越来越高。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的室内信号覆盖分布系统已经是大势所趋。
　　多系统室内综合覆盖建设模式可以为今后引入3G、WLAN、数字集群甚至更多的无线通信系统预
留足够的接入端口，共享室内覆盖资源，缓解室外基站建设矛盾，提高室内通信质量，将成为未来大
中城市无线通信基站建设的发展方向。
几年来，笔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实践需要总结和提高，经验教训需要宣传和交流。
抛砖引玉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和初衷。
　　多系统室内综合覆盖技术既需要理论知识又需要实际经验，它要求工程人员具有扎实的通信理论
基础，熟悉各种制式的移动通信系统的工作原理、频谱范围、电波传播、射频传输、电磁干扰、器件
选择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等知识，更需要有丰富的工程经验。
现在市面上介绍和阐述移动通信的书籍数量十分之多，但大多偏重理论知识，系统地介绍室内综合覆
盖的书籍尚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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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多系统室内综合覆盖》从移动通信室内无线信号传输的角度出发，在介绍单个通信系
统的室内覆盖的基础上，着重对多系统合路建设即综合覆盖进行了难点分析和系统设计介绍，并结合
工程实例加以说明。
考虑到读者的需求，在前面的章节中，对移动通信系统、射频信号的传输和无线电波的传播等有关基
础知识做了铺垫性质的叙述。
最后，还对多系统综合覆盖的管理进行探讨。
　　《移动通信多系统室内综合覆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移动通信的工程设计中具有实际指导和
参考价值。
可以作为移动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实用手册，以及大专院校通信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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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1室内分布系统的组成　　室内分布系统的组成主要包括：信号源、室内天线、各种传输馈
线、信号转换和分路及放大等一系列设备。
　　（1）信号源是指基站发射的射频信号（包括在室内设置基站或采用直放站引入基站信号）。
　　（2）室内天线是实现无线射频信号的辐射收发，通过室内天线实现信号源与移动通信用户终端
之间的射频信号连接。
　　（3）各种传输馈线实现信号在建筑物室内的分布传输。
　　（4）信号变换及分路器实现信号源到建筑物室内不同的覆盖区域的信号源分路及其传输信号和
接口的变换处理。
　　（5）信号变换及放大器实现信号源到建筑物室内不同的覆盖区域的信号传输时的信号传输接口
及信号变换和放大，以便使信号经过分路传输到达室内天线时能够满足无线覆盖的功率要求。
　　除信号源、室内天线以外，其余部分也可以统称为室内信号分布或传输系统。
即室内分布系统由信号源、室内天线及室内信号分布或传输系统这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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