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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4G移动通信技术权威指南（第2版）》专注于LTE第11版的全面更新，全面阐述了LTE的基本技术以
及LTE标准，并解释了这些标准是基于什么考虑制定的，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LTE。书中对移动方案的
每个组成部分都进行了详尽诠释，帮助读者理解如何在移动宽带通信产品和系统中实现和部署LTE，
如何利用新的技术以保持竞争优势。
完整覆盖了3GPP第11版的新内容。
清晰阐述了异构网相关技术，涵盖小小区/异构部署和CoMP，以及站点间协调。
介绍了LTE第12版的现状，包括局域接入、CoMP、机器类型的通信、设备到设备通信的进一步增强。
详细讨论了LTE无线接口结构、物理层、接入过程、广播、中继、频谱和射频特性，以及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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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二版比第一版实在是好太多啦，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最近读这本书如痴如醉，讲得十分明了
透彻，有木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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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4G移动通信技术权威指南》的笔记-第96页

        在 RRC_IDLE 的状态下，在无线接入网中不存在 RRC 上下文，同时终端也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小区
。由于终端大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以降低电池消耗，所以可能会出现无数据传输。上行同步不能维
持，因此唯一可能发生的上行传输活动就是随机接入过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将目前状态转移到
RRC_CONNECTED 状态
问题1 - 为什么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小区，不是已经驻留服务区了吗？
问题2 - 随机接入的代码是被划到 IDLE 态镜像了吗？如果在 CONN 镜像，是否要由随机接入触发
CONN 镜像加载？

2、《4G移动通信技术权威指南》的笔记-第29页

        基本 OFDM 信号的较大的带外泄露的原因是基本 OFDM 信号用的是矩形脉冲成形（图3-1所示，
对比WCDMA用的升余弦），这导致每个子载波旁瓣的衰减缓慢，从而引起了较大的带外泄露。然而
，在实际应用中使用直接滤波或者时域加窗来抑制 OFDM 带外泄露大的主要部分。在实际应用中
，OFDM 信号通常需要 10% 的保护带宽，这意味着，比如为其配置的频谱为 5MHz 时，基本的 OFDM
带宽 Nc * delta_f 可能大约只有 4.5 MHz
后面的 15MHz 应为 15kHz，笔误。

3、《4G移动通信技术权威指南》的笔记-第21页

        例如，3GPP LTE中基本的子载波间隔等于15Hz
这里为笔误，应为15kHz

4、《4G移动通信技术权威指南》的笔记-第23页

        本节的公式讲解很清晰

5、《4G移动通信技术权威指南》的笔记-第14页

        然而，使用多根发送天线或接收天线来获得更高的数据速率是存在上限的。也就是说，只要数据
速率是功率受限的而非带宽受限的，该上限就存在
--天线数与接收端信噪比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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