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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原理与维修》

前言

　　我很高兴看到，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
系研究”成果之一的“中等职业教育‘双证课程’培养方案”，编制出了“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
专业‘双证课程’培养方案”。该培养方案的系列配套教材，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等职
业教育肩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对提高劳动者
素质、加快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要求。　　为适应经济社会迅速变革的需要，职业教育应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的原则，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能力。以服务为宗旨，以
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深化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职业
教育一项长期的任务。中等职业教育要根据行业企业需求，设置专业、开发课程，推进精品课程和精
品教材建设。紧跟当今世界行业企业生产和技术进步的要求，不断更新教材和教学内容，增强职业教
育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实行产教结合，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优化课堂教学和实
训环节，强化就业技能和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大力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证书教育。　　“中等职业教
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程’培养方案”及其系列配套教材，是国家信息化培训认证管理办公室和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合作的结果，是进行电子信息类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的有益探索。这种由电子
信息领域教育专家和信息产业行业部门合作，在对信息产业人才需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设计出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编写出配套教材并由行业部门颁发相应的职业证书
，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有利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供需对路”，有利于教育更好地为行业
企业服务。在国内还少有成套方案、成熟经验的情况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写出系列教材及相应的
数字化教学资源，实属难能可贵。　　希望这套教材的出版，对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建设有
所裨益和推动，并再接再厉，在不断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教学中不断改革和实践，以期
该套教材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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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机原理与维修》是CEAC认证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信息产业部CEAC信息化培训认证管理办
公室联合推出。《手机原理与维修》参照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就
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研究”成果之——中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双证课程”培养方案，及教育部颁
布的中等职业学校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指导方案编写，同时参考了相关行业职业资格标准或行业职业技
能鉴定标准。
《手机原理与维修》介绍了移动电话基础知识、手机基本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手机的维修技术，在此基
础上介绍目前国内流行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新型数字手机的电路构成、电路原理和故障检修
，最后介绍手机指标的测试方法。
《手机原理与维修》可作为参加CEAC认证考试人员的复习考试用书，也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通信技
术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教材及相关岗位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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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五、双频数字系统主要技术标准第五节 CDMA移动通信系统一、CDMA技术原理二、CDMA主要技
术特征三、CDMA系统组网方式本章要点练习题第二章 手机功能电路原理分析第一节 读识手机电路
图的一般方法一、手机的电路图二、读识手机电路图的一般方法第二节 GSM手机的基本组成一、GSN
手机的基本组成二、GSM手机的语音信号处理第三节 接收机电路一、接收机电路功能二、接收机电路
分析第四节 发射机电路一、发射机电路功能二、发射机电路分析第五节 锁相环频率合成器一、基本
锁相环频率合成器二、手机频率合成器实例分析第六节 逻辑控制电路一、逻辑控制电路的功能二、手
机逻辑控制电路实例分析第七节 语音信号的数字化一、语音信号的模／数转换二、语音编码与解码第
八节 信道编码与交织技术一、信道编码二、交织技术三、信道均衡第九节 数字信号的调制和解调一
、相移键控调制方式和基本原理二、GSM手机的数字调制三、GSM手机的数字解调第十节 手机电源电
路一、电源切换电路二、直流供电电路三、电池充电电路四、负电压产生电路本章要点练习题第三章 
手机维修技术基础第一节 GSM手机使用常识一、手机使用注意事项二、GSM手机标签含义三、GSM
移动电话网的编号方式四、用户识别卡（SIM卡）五、手机电池的选购与保养六、手机使用中常见问
题的处理第二节 常用维修工具和仪器一、常用工具和备用材料二、检修仪器三、热风枪的使用四、手
机编程器的使用第三节 检修手机的基本方法一、手机维修注意事项二、故障检修的基本步骤三、检修
手机故障的基本方法四、导致手机出现故障的原因五、手机常见故障的检修思路第四节 手机元器件的
使用常识一、贴片式元件介绍二、开关、干簧管和霍耳元件三、电声转换器件本章要点练习题第四章
GSM手机电路分析与故障检修第一节 诺基亚3310手机一、电路原理分析二、常见故障的检修第二节 摩
托罗拉T2688手机一、电路原理分析二、常见故障的检修第三节 三星SGH-A288手机一、电路原理分析
二、常见故障的检修本章要点练习题第五章 手机的性能测试方法第一节 手机的主要性能指标一、发
射机主要技术指标二、接收机主要技术指标第二节 手机的自测试方法一、摩托罗拉手机测试卡的使用
二、测试卡应用实例第三节 HP8922M／S移动电话综合测试仪一、主要功能二、面板结构三、使用注
意事项四、人工测试屏幕第四节 手机性能的测试方法一、手机登录和建立呼叫二、手机主要性能参数
测试三、手机自测试模式的参数测试本章要点练习题实践教学技能训练一 拆焊与焊接练习技能训练二
手机的拆卸、安装与主要部件的识别技能训练三 手机不能开机故障的检测技能训练四 手机不能入网
故障的检测技能训练五 不能送话或受话故障的检测技能训练六 不能识别SIM卡故障的检测技能训练七 
手机故障的维修实习技能训练八 手机性能指标的测试附录一 职业技能鉴定初级通信终端设备维修员
技能操作考核试题附录二 移动电话常用词汇英汉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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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移动通信的电波传播特性　　手机的信息传播媒介是无线电波，了解在移动环境下无线
电波的传播特性，有助于理解手机内部一些单元电路的功能以及对提高通信的稳定性、可靠性所起的
作用。移动环境下应考虑的电波传播特性主要有：传播损耗、多径衰落、穿透衰耗。　　一、传播损
耗　　在自由空间，电磁波辐射从辐射源均匀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能量均匀分布于球面上。在接收
点收到的信号场强与接收天线所接收电磁波的有效面积有关。发射能量的扩散使接收天线只能接收很
小的一部分能量，通常将发射功率与接收功率的比值定义为传播损耗。实践表明电磁波在自由空间的
传播损耗是随传播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距离增大一倍，传播损耗增加6 dB。当然传播损耗还与工作
频率、周围环境、障碍物反射等因素有关。　　传播损耗较大时，对手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接收信号
很弱，使之无法通话或通话质量很差，如在一些边远的山区和海岛，因距离移动电话基站较远，造成
接收信号很弱，影响正常通话。　　二、多径时延和衰落　　手机用户来往于建筑物、树林或障碍物
之间，它接收的无线信号是由直射波和各种反射波叠加而成，如图1.9所示。直射波路径短，先到达接
收点。反射波因路径长，会延迟几微秒至几十微秒到达。同一信号源的直射路径与反射路径的接收时
间差称为多径时延或差分时延。由于多径时延的影响，会造成此时接收的信号和前一时刻的延迟信号
的重叠，影响通信的可靠性，这对数字手机的影响尤其严重，前后时刻传播的数码混合，极容易出现
错码。所以数字手机必须采用信道均衡等技术来避免多径时延的不良影响。　　另外，在行驶的汽车
、火车上使用手机，由于建筑物、树林、高山等障碍物阻挡的状况随之在改变，接收信号直射波和反
射波的合成强度是不同的，会造成行驶中信号强度起伏不定，强弱可相差几十分贝以上，这种现象称
为多径衰落，它使通话信号时强时落，影响通话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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