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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基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网络和业务已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应用。
随着用户需求的提高和业务的丰富，数据业务的比例不断增加。
在传统蜂窝技术为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质量，向宽带化发展的同时，一些传统的无线宽带接入技术也
开始提供移动能力的支持。
移动通信技术与宽带接入技术的融合成为无线通信的发展趋势。
　　新的需求带来新的机遇，2004年第一个基于OFDMA+MIMO的移动WiMAX技术的推出，给无线移
动通信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也打破了码分多址（CDMA）技术一统移动通信天下的局面。
随后，全球主要的移动通信标准组织3GPP和3GPP2，纷纷开始3G演进型系统的开发和标准化，相继推
出了长期演进（LTE）技术和超移动宽带（UMB）技术。
LTE从立项之初到标准的发布，一直受到多方关注，它的出现也给WiMAX技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
战。
2006年年底IEEE-SA（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的标准协会）通过了802.16m立项申请。
IEEE802.16m以802.16e为基础，支持更大带宽、更高阶天线配置，提供两倍于802.16e的频谱效率。
同时，802.16m以ITUIMT-.Advanced（也称为4G）的需求为目标性能需求，面向IMT-Advanced进行设
计，以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对其他无线通信标准的竞争优势。
　　在今后的数年，IEEE802.16m的标准成果将逐步被产业化，应用到市场中。
设备企业需要根据这个标准开发设备，运营企业技术人员需要根据此标准部署商业网络，科研人员可
以此为基础研发新技术，这一切都需要对802.16m标准有深入理解。
因而，在IEEE802.16m标准制定收尾之时，撰写一本介绍IEEE802.16m技术原理和系统设计的书籍很有
必要，也是正当其时。
　　本书的作者大都参与了IEEE802.16m标准化过程，在会议过程中也提交了大量文稿，较深入地参与
了IEEE820.16m标准的制定，了解标准制定过程中技术方案的选择过程。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IEEE802.16m标准的前因和后果，本书的作者将参会的体会和技术理解也融入到书中
，尽可能详细地介绍技术方案的甄选过程、各种解决方案的特点等。
在书稿编写过程中，作者尽可能地参考和引用会议文稿，以做到有据可依，也方便读者查阅相关资料
。
此外，IEEE802.16m基于IEEE802.16e进行增强，为了更好地体现IEEE802.16m的技术特点和优势，作者
尽可能地采用与802.16e对比的方式编写本书，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
　　本书各章节写作分工如下：杜滢编写了第1章、第4章（除4.6节），第5.1、5.3、5.4、5.7和11.1节；
李扬编写了第2章和第3章；第4.6节由龚贤卫、许进、徐前子编写；第5.2、5.5、5.6、5.8节由方惠英、
关艳峰、梁婷、刘锟、鲁照华、朱登魁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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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IEEE 802.16m宽带无线技术与系统设计。
本书内容包含IEEE 802.16m空中接口物理层传输技术、物理层系统设计、MAC子层设计、主要物理过
程、多载波技术、增强多播广播业务、定位业务、中继技术、Femtocell、自组织技术。
　　本书可供从事移动通信工作的研发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运营管理人员阅读(尤其适合IEEE 802.16
、4G技术研究和开发人员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通信及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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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球无线通信正呈现出移动化、宽带化和IP化的趋势。
传统蜂窝移动通信的阵营中，由于数据业务的比例不断增加，移动通信在向提供无线高速数据业务的
方向演进，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也相应地优化系统结构，不断提高数据传输速率。
一些传统的无线宽带接入技术也开始提供移动能力的支持。
移动通信技术和传统宽带接入技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移动通信技术与宽带接入技术的融合成为
无线通信的发展趋势。
　　2004年第一个基于OFDMA+MIMO的移动WiMAX技术的推出，给无线移动通信市场打了一剂强心
针。
全球主要的移动通信标准组织3GPP和3GPP2，纷纷开始3G演进型系统的开发和标准化，相继推出
了LTE技术和UMB技术。
由于各种原因，UMB技术最终被3GPP2所放弃。
LTE从立项之初到标准的发布，一直受到多方关注，它的出现也给WiMAX技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
战。
　　另一方面作为第一个基于OFDMA+MIMO的移动通信系统，其性能在某些方面可进一步增强，运
营商在此方面有强烈的需求。
此外，国际电信联盟（ITU）于2008年3月正式发出通函，征集IMT-Advanced（也称为4G移动无线技术
）候选提案，各个标准组织根据ITU时间表积极准备提案。
ITU于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表示将征集IMT-Advanced候选技术。
　　2006年12月IEEE.SA（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的标准协会）通过了IEEE802.1 6提交的16m立项
申请，16m具体标准工作在IEEE802.1 6WG下设的TGM任务组中进行，预计在2010年完成。
16m以ITUIMT-Advanced的需求为目标性能需求（Targe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面
向IMT-Advanced进行设计。
　　1.1 IEEE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前身AIEE（美国电气工
程师学会）和IRE（无线电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884年。
1963年1月1日AIEE和IRE正式合并为IEEE。
自成立以来，IEEE一直致力于推动电气和电子技术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和应用方面的进步。
作为科技革新的催化剂，IEEE通过在广泛领域的活动规划和服务支持其成员的需要。
其主要工作范畴为电气、电子和计算机及其相关科学技术领域。
　　IEEE是一个非营利性科技学会，拥有全球近175个国家36万多名会员。
通过多元化的会员，该组织在太空、计算机、电信、生物医学、电力及消费性电子产品等领域中都是
主要的权威。
在电气及电子工程、计算机及控制技术领域中，IEEE发表的文献约占全球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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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参考技术规范、报告、会议提案及纪要编写，便于读者查阅。
　　融入作者参会体会，介绍技术方案甄选过程，便于读者理解标准的前因后果。
　　采用与802.16e对比的方式编写，更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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