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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GSM首次商用至今已有十多年了。
经过了一些预想不到的推迟，由3GPP标准化的3G系统UMTS终于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它至少可以作
为下一个十年的标准。
UMTS将会使多业务、多速率和灵活的基于本土的IP移动技术能够应用到广泛的领域，并且为电路交
换的话音网络向移动分组网的平滑演进铺平了道路。
　　正如所看到的那样，与十年前相比，可用频谱资源的匮乏在更大程度上揭示了高效使用频谱的重
要性，UMTS运营商在最终分配到牌照前的激烈竞争和拍卖也表明了这一点。
使用高级编码、多址接入和分集等技术的无线接入系统，比如UMTS中的UTRAN肯定比1G和2G系统
具有更高的频谱效率。
　　另一方面，LITRAN采用的WCDMA技术能够对多址接入产生的干扰进行精确控制，这也是该系
统最主要的优点。
但是，UMTS系统的灵活性以及较高的用户比特速率使得干扰更加难以控制。
因此，与过去使用的系统相比，制造商必须采用更多且拥有专利的无线资源管理策略，这样才能使频
谱得到有效利用。
作为折衷，RRM技术还必须保持每个业务的QoS值与协商值相一致。
毫无疑问，UMTS的干扰处理将会在更大程度上代替1G和2G系统中的频率规划，并且它是运营商有效
运营系统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本书共分为6章，目的是为读者提供综合系统资料，以便他们使用这些资料理解UMTS无线资源管
理策略的本质。
本书适合于大学生以及乐于对UlMTS进行探索并想了解它的无线接入部分是如何运行和改进的工程师
和研究人员。
尽管系统提供了基本的无线规划，但是事实上，它们采用了RRM的概念，这个概念超出了系统运营之
前规划的范畴，因此在实际运行时能够实现无线资源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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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来移动通信系统的关键特征就是能够在分发诸如语音、消息以及慢速率的数据这样一些传统无线业
务的同时，分发宽带及高比特速率的多媒体业务。
所期待支持的宽广的业务范围可以分成不同的业务质量（QoS）等级。
然而，若不通过借助无线资源管理（RRM）策略对空中接口资源利用以确保目标QoS、规划的覆盖区
域并且提供较大的系统容量，那么提供这种保障QoS的移动多媒体业务将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框架下，本书集中于RRM的概念，包含了作为描述特定RRM算法的理论背景。
给出了针对UMTS的RRM问题，并且更特别地。
基于WCDMA方案的FDD模式。
    该综合性的教材对UMTS网络运营商和UMTS设备生产商的无线工程部的工程师和经理们来说是重要
的读物。
它对3G和B3G系统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上述任一领域的学者也将提供富有洞察力的认识。
    采用作为对无线资源管理策略定义的关键点的QoS概念的概论，介绍了移动通信扇区以及UMTS，包
含向4G演进的系统。
    提供了对UMTS中无线接口的详细描述，作为实现无线资源管理策略的基础。
    给出了与WCDMA网络中无线资源管理策略的发展相关的基本概念。
    分析了大量场景中特定的无线资源管理策略算法，并试图识别影响它们性能的参数和因素。
    借助于一些算法的实例，探索了UMTS向B3G系统的演进以及异构网络中通用无线资源管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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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线接入承载服务以无线接口的特征为基础，支持MT的移动。
核心网承载服务的作用是有效地控制和使用骨干网。
　　无线接入承载服务由无线承载服务和Iu承载服务共同实现。
无线承载服务涉及无线接口传输的各个方面，本书只考虑使用UTRAN FDD的承载服务。
Iu承载服务与物理承载服务一起完成UTRAN和CN间的数据传输。
　　在UMTS系统中，确定了四个QoS级别，它们分别是：　　对话级(onversational class)　实时对话级
业务具有低传输时延特性，其信息实体的时间变化①应该与实时数据的时间变化保持相同。
最大传输时延由人对图像和声音的感受决定。
最著名的对话级应用是电话话音业务。
然而，随着因特网和多媒体的发展，许多新应用将会要求对话级服务，这些应用包括VoIP(Voice ovei
’IP)和视频会议。
　　流级(Streaming class)　这是数据通信引入的新业务级别之一，它对电信系统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流级业务的特征是，信息实体(即样本、分组／数据包)之间仍然保持与实时数据相同的时间变化，但
是对低传输时延没有任何要求。
因为流级业务的数据流通常是按照时间顺序到达接收侧(在用户设备中)的，因此，可接受的最大传输
时延抖动由应用的时间校正能力决定，它比人的感觉极限大得多。
　　交互级(Interact，ive class)　交互级业务是另外一种典型的数据通信业务，它的业务特征大体上与
终端用户的请求响应模式相同。
当终端用户--可以是机器也可以是人向远端设备(比如服务器)在线请求数据时，使用的是这种业务。
人与远端设备交互的例子有：网页的浏览、数据库的恢复和服务器的接入等。
机器与远端设备交互的例子有：测量记录的查询和数据库的自动访问(机器遥控)等。
在消息的目的地，有一个实体期望在确定的时间内得到响应。
因此，往返时延是业务的关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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