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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2G GSM和3G UMTS系统已经被大多数运营商广泛采用，用户数已超过2亿，无疑它们在移
动通信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于2G GSM的不足之处，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因此3G uMTs对其进行了改进。
UMTS的第一个版本于1999年提出，主要面向的是专用信道分配和电路交换业务。
接着，UMTS标准的下行传输演进为高速下行链路分组接入（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
，HS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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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演进分组系统:3G UMTS的长期演进和系统结构演进》系统地研究了演进UMTS——EPS，按照从无
线接口—核心网—业务结构的顺序逐步描述了EPS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关键技术。
在每一部分中，给出了EPS与2G GSM和3G UMTS的继承关系，并且重点阐述了EPS与现有系统的不同
和所作的改进。
《演进分组系统:3G UMTS的长期演进和系统结构演进》中描述和归纳了3GPP标准组织提出的几百个
文档，此外还针对一些技术标准规范提出了新颖的观点，从而使读者能够全面而又透彻地理解EPS。
《演进分组系统:3G UMTS的长期演进和系统结构演进》由法国Alcatel-Lucent两位不同领域（即“无线
接口”和“网络体系结构”）的专家撰写，书中包含了许多图解和实例，使得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
演进分组系统:3G UMTS的长期演进和系统结构演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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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　　本章描述了通用移动电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UMTS）的演进，称为演进分组系统（EPS），并给出了当前无线蜂窝通信系统的发展概况，这是研
究演进UMTS系统的基础。
我们将在下一章重点阐述演进3G系统的需求和目标。
　　本章描述了如下内容：　　·数字蜂窝系统历史的简要回顾，主要是从2G到最新3G的演进；　　
·用户的发展趋势；　　·支持3G系统及其演进的不同组织；　　·频谱使用的基本情况；　　·演
进UMTS相关的Web链接和文档。
　　1.1 无线世界发展历程　　无线蜂窝通信系统无疑是电信领域发展过程的重要里程碑。
在20世纪90年代，无线蜂窝系统的用户数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
　　无线通信系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被称为第一代（first-generation，1G）模拟技术，例
如美国的高级移动电话系统（Advanced Mobile Phonesystem，AMPS）和北欧移动电话（Nordic Mobile
Telephone，NMT）系统。
无线模拟系统逐步发展到第二代second-generation，2G）无线数字系统，具有比无线模拟系统更强的
鲁棒性和更高的频谱效率。
最后发展到第三代（third-generation，3G）移动通信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全球移动性，并且在更广
泛的业务范围内改善用户的体验。
　　无线通信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语音业务和增值业务，例如即时文本和语音消息
、多媒体消息、基于内容的传输或流媒体以及基于位置的业务等，在商业领域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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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演进分组系统:3G UMTS的长期演进和系统结构演进》既可以供无线通信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工程
师使用，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2G GSM和3G UMTS是重要的移动通信技术，目前GSM和UMTS在全球的用户已经超过2亿。
为了适应业务带宽、服务质量以及网络覆盖等多方面需求，3G标准又推出了新的演进技术。
演进分组系统（Evolved Packet System，EPS）是3GPP标准委员会制定的3G UMTS最新演进标准，主要
包括无线接口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和系统结构演进（System Architecture Evolution
，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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