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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密跟踪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的最新发展，依据国内外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的最新标准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同时依据集群移动通信系统应用实践的最新
成果，详细地介绍了几种典型的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的技术体制、结构、功能和工程实践。
　　本书内容包括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概述、数字集群的标准、数字集群的技术体制、数字
集群的组网运用以及iDEN、TETRA、GoTa、GT-800、GSM-R等国内典型应用的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
统等。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突出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可作为从事集群移动通信工作
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的技术参考书或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工科
院校通信专业和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教材或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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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集群移动通信系统概述　　集群移动通信系统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从模拟
到数字、从专网到共网、从体制标准到技术创新、从企业研发到市场应用、从社会需求到应急联动通
信，集群移动通信系统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1　集群移动通信系统的概念　　1.1.1　集群移动通信系统的定义　　集群移动通信系统属于专
业移动通信，是一种高级移动调度系统，代表着专用移动通信网的发展方向。
许多文章将集群通信系统的概念与使用方式混在一起来讲，使得人们以为采用PTT（Push To Talk），
即以一键呼的方式接续，被叫无需摘机即可接听，能支持群组呼叫等功能，用户具有不同的优先级和
特殊功能，通信时可以一呼百应，这就是集群通信。
　　集群移动通信系统所具有的可用信道可为系统的全体用户共用，具有自动选择信道功能，它是共
享资源、分担费用、共用信道设备及服务的无线调度通信系统。
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将集群移动通信系统命名TrunkingCommunication System，国外有的
将其称为PMR或SMR（Specialized MobileRadio）。
PMR是Private Mobile Radi0的缩写，也可是Professional Mobile Radio的缩写，前者是私密移动无线电的
意思，后者是专业移动无线电的意思，但总的意思是相同的，是指专用移动通信。
PAMR是PublicAccess Mobile Radi0的缩写，意思是公众接入移动无线电，是指公用移动通信。
但PMR和PAMR是泛指整个专用移动通信，并不只指集群通信。
　　其实集群一词是从Trunkin9或Trunked翻译得来的。
实际上，Trunkin9或Trunked的本意为中继或干线，为了避免与译为中继的Repeater相混淆，我国的移
动通信专家把Trunkin9或Trunked译成集群。
集群通信是专用于指挥调度的系统，这一点大家都是有共识的。
　　集群通信系统是共享资源、分担费用、向用户提供优良服务的多用途、高效能而又廉价的先进无
线调度指挥系统。
对指挥调度功能要求较高的企业、公安、武警以及军队等部门都十分适用。
集群通信采用单工或半双工方式，要求接续时间小于600ms，具有调度级别控制等特点。
同时，对于集群通信还提出了传输集群、准传输集群和信息集群的定义。
　　集群移动通信系统是特殊移动无线电系统或专用移动无线电系统中的一种，它主要为户外作业的
移动用户提供生产调度和指挥控制等通信业务。
该系统具有易于使用、建立通话快速以及保密性好等优点，在铁路运输、船舶通信、港口导航、航空
业务、气象预报、森林作业、矿区作业、公安等众多专用指挥调度通信领域得了广泛的应用。
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还为集群移动通信系统运营者开放执照申请，将其作为公共接入移动无线电系
统，除运营者本身使用外还可为公众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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