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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克服法 一、电波衰落 微波信号在大气中传播时，由于受外

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衰落，这种收信电平随时间起伏变

化的现象，叫做电波传播的衰落现象。 二、衰落的分类及对

微波传输的影响 1．视距传播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上述大气

与地面效应引起的，从衰落发生的物理原因看，可分为以下

几类： 闪烁衰落： K 型衰落 波导型衰落： 由于气象的影响

，大气层中会形成不均匀的结构，当电磁波通过这些不均匀

层时将产生超折射现象（K ＜0），这种现象称为大气波导。

称为大气波导传播。若微波射线通过大气波导，而收，发两

点在波导层外，如下图2所示。则接收点的电场强度除了有直

线波和地面反射波以外，还有“波导层”以外的反射波，形

成严重的干扰型衰落，甚至造成通信的中断。 2．衰落对微

波传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得接收点收信电平出现随机性的

波动，这种波动有如下两种情况：平衰落、频率选择型衰落 

（1）在信号的有用频带内，信号电平各频率分量的衰落深度

相同，这种衰落被称为平衰落，发生平衰落时，当收信电平

低于收信机门限时，造成电路质量严重恶化甚至中断。 （2

）另一种情况是信号电平各频率分量的衰落深度不同，这种

衰落称为频率选择型衰落，严重时造成电路中断。 三、克服

衰落的一般方法 1．利用地形地物削弱反射波的影响。 2．将

反射点设在反射系数较小的地面。 3．利用天线的方向性。 4

．用无源反射板克服绕射衰落。 5．分集接收。 移动通信网



1L411033了解卫星通信及VSAT通信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工作特

点 需掌握的内容：移动通信网络的构成 需熟悉的内容

：CDMA、GSM网络特点 需了解的内容：移动通信新技术及

应用 1L411041掌握移动通信网络的构成 一、移动通信特点 二

、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 三、移动通信系统频段分配 四、移动

通信网络构成 一、移动通信特点 1．移动通信是指通信双方

或至少一方在移动中进行信息交换的通信方式。 移动通信由

无线和有线两部分组成。无线部分提供用户终端的接入，利

用有限的频率资源在空中可靠地传送话音和数据；有线部分

完成网络功能，包括交换、用户管理、漫游、鉴权等，构成

公众陆地移动通信网（PLMN）。 2．移动通信是有线和无线

相结合的通信方式；无线电波传播存在严重的多径衰落；具

有在互调、邻频、同频干扰条件下工作的能力；具有多普勒

效应；终端用户的移动性。 多普勒效应则是指观测者与波源

之间存在有相对运动时，观测者测得的波频率与波源所发出

的波频率不同的现象， 二、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 移动通信系

统从20世纪40年代发展至今，根据其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代移动电话系统是模拟系统

70年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得到研究。 采用的技术：由贝尔实验

室提出的蜂窝组网技术，在多址技术上采用频分多址技术

（PDMA）。 特点：频谱利用率低，设备成本高，业务种类

少，保密性差，容量小，不能满足用户量的发展。 具有代表

性的是：美国的AMPS（高级移动电话业务）和英国的TACS

（全接入通信系统）。 2．第二代移动电话系统是数字蜂窝

移动通信系统。 具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几乎同时出

现了两种重要的通信体制，一种是TDMA，另一种



是CDMA.TDMA体制的典型代表是欧洲的GSM系统，CDMA

体制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的IS-95系统。 由于GSM相对模拟移动

通信技术是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所以简称2G， 1995年香港

和美国的CDMA公用网开始投入商用。我国于1998年开

始CDMA商用化。 GSM系统和CDMA系统主要区别是多址方

式的不同，GSM是采用时分多址（TDMA）方式，而CDMA

是采用码分多址。 3．IMT-2000支持的网络成为第三代移动

通信系统（3G），是将无线通信与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

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功能： 1）它能够处理像、音乐、

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

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2）它可以支持高达2Mbit/s的传输

速率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000000>标准有：WCDMA

，CDMA2000，TD-SCDMA，其中欧洲的WCDMA和美国

的CDMA2000分别是在GSM和IS-95CDMA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大唐电信代表中国提出的TD-SCDMA标准采用了TDD模

式，支持不对称业务。 1999年10月国际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最终通过了IMT-2000无线接口技术#000000>规范建

议，确立了IMT-2000所包含的无线接口技术标准。 三、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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