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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移动通信技术已经进入第三代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的应用时期。
随着HSPA、LTE、LTE-Advanced等第三代无线接入技术的持续演进，核心网络的技术与架构也在进一
步演进与发展，无线网络传输速率和带宽有了大幅度提高。
与此同时，核心网络也应在架构的简化方面有所作为，使得未来的核心网具有更高效的传输与控制能
力。
　　在3G技术开始广泛运用的今天，全球越来越多的2G／3G网络运营商宣布了基于LTE／SAE网络的
发展战略，3GPP的核心网络演进标准中的SAE成为未来网络平滑演进的目标，SAE系统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能够支持多种移动接入技术的网络。
　　经过4年多的技术预研和标准化工作，核心网络演进的SAE系列标准已基本完成。
演进后的核心网架构基于扁平化的全IP技术，采用了信令平面与用户平面分离的分组网络控制架构，
在演进的同时仍然支持与原有2G／3G网络的移动性管理和业务的互操作性，并且实现了对CDMA
、WiMAX等其他网络接入方式的全面支持。
演进的SAE网络一方面配合高速、高效的LTE无线接入网络共同发展，确保了3GPP标准在移动通信领
域中长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为各种无线接入技术的共同接入和互操作提供了完整的支持。
　　从1998年起，我国通信企业和科研院所就开始从事3GPP标准化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通
信业在3GPP标准化工作中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基础和标准化经验，并在如今的LTE／SAE技术
和标准化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我国通信运营商基于自己的移动通信网络运营经验，向3GPP提交了许多有效运营网络和优化网络性能
的需求和技术方案，而我国的通信设备企业也充分运用在国际和国内的生产、科研以及与运营商合作
建网的经验，向3GPP提交了大量的技术文稿。
这些都为我国通信企业的自主技术发展和国际化的运营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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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3GPP系统架构演进(SAE)的原理和设计。
全书共分为14章：第1章简单介绍了SAE项目背景以及核心网的演进路线，第2章介绍了SAE系统的需求
，第3章主要描述了SAE系统架构，第4章对SAE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和特性进行了描述，第5章和第6章着
重描述了移动通信系统中重要的移动性管理和位置管理功能，第7章分析了会话管理功能，第8章对系
统中的QoS机制和PCC架构进行了介绍，第9章介绍了SAE系统的安全机制，第10章是关于SAE系统与
其他系统间进行互操作时涉及的问题，第11章主要描述了SAE架构的引入对IMS系统的影响，第12章
对SAE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协议——GTP进行了介绍，第13章介绍了3GPP在SAE标准之后继续开展的工
作，第14章给出了SAE系统中部分消息流程。
　　本书围绕SAE体系架构和系统设计必需的基本要素，用通信行业技术人员熟悉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有选择地介绍相关技术和接口协议，力图使读者对SAE系统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清晰的理解。
本书能够帮助我国的LTE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加深对SAE的理解，并为我国企业和高校研究人员研究设
计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系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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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阶段，GSM包括两个并行的系统：GSM900和DCSl800，这两个系统功能相同，主要是频率不
同。
GSM900工作在900MHz，DCS1800工作在1800MHz o我国最早使用的是GSM900，随着通信网络规模和
用户数量的迅速发展，原有的GSM900网络频率变得日益紧张，为更好地满足用户增长的需求，后期
引入了DCS1800。
　　目前的GSM系统已经非常成熟，几乎所有的运营商都选择了GSM系统，因此用户在国内、国际的
漫游可以说都是畅通无阻的。
GSM系统的通话质量非常稳定，手机终端类型越来越丰富，业务种类也越来越多，彩铃、炫铃都
是GSM系统中发展出的新型业务，有多种业务模式可供用户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选择。
　　2.GPRS（2.5G） 随着IP技术的发展，移动用户对数据业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但是2G GSM系
统仅能提供电路域业务，不能提供数据业务，同时，传统的话音服务和其带来的利润增长已经出现了
停滞不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3GPP引入了GPRS技术，使移动通信与数据网络合二为一，将IP业
务引入更为广阔的移动市场，同时也使移动网络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业务。
GPRS是2G系统向3G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才称之为2.5G技术。
　　GPRS是在现有的GSM网络基础上叠加的一套分组交换系统，也采用GMSK调制，同时GPRS通过
采用快速编码方案来提高用户的数据传输速率，并且几个终端可以共享一组无线信道，所以GPRS系统
很适合分组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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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GPP系统架构演进(SAE)原理与设计》不仅介绍了SAE的标准化结果，还充分考虑了运营商的
需求、技术方案的原理和选择以及产业发展状况，分析了各种技术的优势和劣势，并且诠释了技术选
择的过程和原因，从总体上讲述了系统架构确定的过程，同时详尽介绍了各关键技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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