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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G是英文3rd Generation的缩写，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
相对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1G)和第二代GSM、TDMA等数字移动通信系统(2G)，第三代移动通信
系统一般地讲，是指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能够处理
图像、音频、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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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G技术与基站工程》立足于TD-SCDMA系统，介绍了3G通信原理及基站工程的相关知识。
《3G技术与基站工程》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内容包括3G技术概述
和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第二部分为TD-SCDMA基站子系统原理，内容包括TD-SCDMA基站子
系统原理和TD-SCDMA无线优化参数；第三部分为3G基站工程，内容包括3G基站天馈系统介绍、3G
基站工程和3G室内分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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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G技术概述　　【本章内容简介】3G技术作为移动通信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已经成功商
用，并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被广泛应用。
本章着眼于3G技术的总体概貌，较详尽地介绍移动通信由2G向3G的演进过程、3G系统的标准体制的
建立、3G技术版本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趋势。
　　【本章重点难点】重点掌握2G向3G的演进、3G标准体制以及3G技术的发展。
　　1.1　移动通信概述　　现代的移动通信发展至今，主要走过了两代，而第三代（3m Generation
，3G）移动通信现在已经逐渐开始规模商用，未来的第四代（4G）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
的成果。
　　对于3G市场，截至2007年6月，全球WCDMA用户数量累计达到1.27亿，CDMA2000 1x用户数量累
计达到2.9亿，CDMA2000 lxEV-DO用户数量累计达到6 930万；全球共部署了171张WCDMA商用网络
、128张HSDPA商用网络、218张CDMA20001x商用网络、71张CDMA2000 1xEV-D0商用网络。
　　1.第一代移动通信　　移动通信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网。
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相对于以前的移动通信系统，最重要的突破是贝尔实验室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蜂窝网的概
念。
蜂窝网，即小区制，由于实现了频率复用，大大提高了系统容量。
　　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的AMPs（高级移动电话系统）和后来的改进型系统TACS
，以及NMT、NTT等。
AMPS使用模拟蜂窝传输的800MHz频带，在北美、南美和部分环太平洋国家广泛使用；TACS（全接
入通信系统）使用900MHz频带，分ETACS（欧洲）和NTACS（日本）两种版本，英国、日本和部分
亚洲国家广泛使用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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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G技术与基站工程》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技术、移动通信等专业3G相关课程的教材和3G相关
培训的教学用书，同时也可供3G基站设计与运维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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