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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授现代移动通信的基本组成、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当前广泛应用的典型移动通信系统。
全书共分9章：概述、移动通信组网原理、移动信道中的电波传播、数字移动通信关键技术、GSM
／GPRS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窄带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3G)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
统、移动数据传输、未来移动通信展望。
每章均配有思考练习题，帮助读者巩固所学的知识，启发思路，引导读者深入思考。
每章的“小结”部分对该章的内容进行概括。
    本书在选材上，参考了最新的相关文献，因而在内容上充分反映了当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最新进展。
本书可以用作高等工科学校通信与电子系统、无线电技术专业的本科生高年级教材，也可用作通信工
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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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7.1 分集技术的分类　　按“分”划分，即按照获取独立的多径信号的方式，可分为空间、频率
、时间3种基本类型。
按“集”划分，即按照接收到信号的合并方式，可以分为选择合并、等增益合并和最大比合并。
按照合并的位置，可分为射频合并、中频合并和基带合并，而最常用的为基带合并。
　　分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划分为显分集和隐分集。
一般将采用多套设备来实现的分集称为显分集，例如空间分集中一般要采用多套天线设备，所以是典
型的显分集。
若采用一套设备，利用信号设计与处理技术来实现分集，则称为隐分集。
　　无线信道中的衰落有大尺度衰落和小尺度衰落之分，与之相对应，在移动通信系统中，把以减少
由阴影衰落影响为目的的分集称为宏分集，宏分集通常由多个位置不同的基站参与，所以亦称做多基
站分集；把以对抗小尺度衰落为目的的分集称作微分集。
　　此外，分集还可以分为接收端分集、发送端分集、收／发联合分集。
通常把采用一副发射天线，多副接收天线的分集方式，称为接收分集；把多副发射天线，一副接收天
线的形式称为发送分集；而收发两端都采用多天线时，即多输入多输出（MIMO）系统，可以实现收
／发联合分集。
在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中，将发送分集技术用于下行链路非常常见，因为在基站安装多副天线要比手机
终端安装多副天线更容易实现且更实惠。
在实现发送分集时，可以把时间分集的编码码元通过不同的天线同时发出，这样可以获得比单独使用
时间分集更高的增益。
也可以专门为发射分集系统设计编码，称之为空时编码（STC），目前3G标准中都采用这项技术。
　　4.7.2 获得分集信号的方式　　在分集技术中，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获取相互独立的多径信号，
通常在接收端，可以通过空域、频域和时域来实现。
　　1.空间分集空间　　分集是无线通信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其原理是利用不同接收地点（空间位
置）和接收信号统计不相关性来降低衰落的影响。
空间分集最典型的用法是发射端一副天线，接收端则有Ⅳ副天线。
在空间分集中，天线数目Ⅳ越大分集效果越好，但当Ⅳ较大（例如，N>4）时，分集增益的增长开始
变缓，但系统的复杂性会增加，所以工程上需要在性能和复杂性之间做折中，一般Ⅳ=2～4即可。
　　蜂窝移动通信的天线收发系统是由距离地面很高的基站天线和贴近地面的移动台天线组成，二者
之间一般不存在直达径，移动台周围可能存在的大量散射使接收信号服从Rayleigh分布。
在此环境中，若移动台中的天线间距大于或等于半波长，则各天线上收到的信弓基本上是不相关的。
但当把空间接收分集用于基站设计，在每个小区中，利用基站的多个天线来实现接收分集。
由于移动台接近地面，信号传播时容易在移动台附近的地面产生严重散射，此时基站天线的间隔一般
要大到几十个波长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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