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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4年年底启动3G长期演进（LTE）研究与标准化工作以来，经过6年多紧张的工作，已经先后
完成了R8、R9、R10三个版本标准的制定，LTE标准已经完全达到了商用要求。
通过在物理层引入OFDM和MIMO等新技术，使LET空中接口的接入速率达到了100Mbps，实现
了&ldquo;更高&rdquo;（更高的接口速率）的目标。
通过将原有接入网两层结构中RNC功能的下移，并取消RNC节点的新型扁平化网络结构，实现
了&ldquo;更快&rdquo;（传输延时缩短）的目标。
通过对IP技术良好支持的全IP系统架构，实现了&ldquo;更强&rdquo;（承载业务类型）的目标。
因此，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LTE实际上是一次&ldquo;划时代&rdquo;的革命，它为移动通信技术向
着4G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LTE商用步伐越来越近，从事LTE相关行业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但LTE作为一项几乎全新的技术与
之前的移动通信技术在很多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
为此，就需要越来越多与LTE相关的文章和书籍来帮助读者学习。
　　全书共分11章，第1章介绍了无线通信与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和蜂窝移动通信的发展简史；第2章
介绍了LTE产生的背景及LTE标准化进程与技术特点；第3章对LTE系统架构和协议框架进行了总体描
述；第4章重点讲解了LTE中的OFDM、MIMO、编码技术等关键技术；第5章对LTE的物理层协议进行
了深入分析；第6章在第5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小区同步等物理层的过程；第7章介绍了LTE空中接
口上的协议分层及各协议的功能；第8章重点介绍了LTE系统中关键的HARQ与分组调度的实现原理与
过程；第9章对E-UTRAN接口进行了介绍，并重点分析了基于这些接口的移动性管理与无线资源管理
的过程；第10章对LTE的需求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仿真数据说明LTE对这些需求的满足情况；第11章列
举了几个已经部署的LTE实验网络的运行状况，并将与LTE有竞争关系的几个宽带移动通信技术与LTE
进行了对比，最后指出LTE向4G的演进最终将发展成为LTE-Advanced。
　　本书与其他这类书籍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用文字对LTE标准进行解读的同时，还用大量的图形
对LTE标准进行了分析，同时也说明了标准制定的根据，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加容易和准确地理解标准
，降低了初学者对LTE技术的认知难度。
本书的作者主要从事移动通信网络的设计与规划工作，并长期担任业内人员及各类学员的岗前培训工
作，对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的疑惑和存在问题有深刻的认识，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作者将为读者深
入浅出地剖析LTE标准及相关技术。
　　在此，我们首先要感谢参与本书编写和提供各类参考资料的人们，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奉献精
神，本书的出版将困难重重。
感谢刘旭英女士精心绘制了本书中的大量插图。
感谢中通服的唐军先生和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马鹏飞先生为本书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爱立信公司的王刚先生和诺西公司的Jane Feng女士对本书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感谢魏广路、曹宏等为本书的审校所做的大量工作。
最后，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高效工作，使本书能很快得以出版。
　　本书是作者基于自身有限的知识积累和对LTE标准的主观理解编写而成，因此，难免存在主观理
解与客观实际不符的情况。
此外，在LTE商用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众多问题需要通过标准的完善和演进加以解决，还将会有更多新
的技术方案加入到标准之中，随着标准版本的演进，作者也希望能通过不断的修正和补充来完善本书
的内容，帮助读者通过阅读来掌握LTE的知识。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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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培养全面型的LTE人才，按照精选内容、突出重点、提高质量的原则，系统介绍了移
动通信技术概述、LTE关键技术、LTE系统结构和管理、LTE性能评估与演进等内容。
同时，还介绍了LTE应用的成功案例，对移动通信网络发展的前沿内容也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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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TE系统原理及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ldquo;LTE移动通信&rdquo;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移动通
信从业人员及相关专业研究或应用的科研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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