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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第四代 移动通信基础研究

—实现我国移动通信跨越式发展的途径

回顾移动通信发展的进程 见图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一
、

二
、

三代移动通信都是

在先进国家 已进入应用阶段才开始介入
。

在第一代话音数据业务的模拟移动通信中
,

我们以购
买设备的方式介入 在第二代话音数据业务的数字移动通信中

,

我们以生产设备的方式介入
在第三代 多媒体业务的宽带移动中

,

我们以跟踪开发的方式介入
,

并提出了一个国际标准
一

虽然有所前进但是都没有形成主流的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 已进入现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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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欧盟研究计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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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国都处第 代 移动通信研究的初期
,

如果我们及时展开相应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

支持高的传输质量 数据业务的误码率低于 一 ,

提供高的频谱利用率和功率效率 发射功率

降低 以上
,

并能够有效地支持在用户数据速率
,

用户容量
、

服务质量和移动速度等方面

大动态范围的变化
。 ’

而为满足这些技术需求
,

未来第 代移动通信系统必将在网络结构
、

系统
理论及关键技术等方面具有全新的面貌

。

具体地
在网络结构方面

,

将采用全
、

分布式
、

自组织和多层的无线广带个人通信新体制和

新模式
,

已对抗 以上电波传输特性的挑战
,

并适应未来移动通信以数据业务为主的需求
在空中接 口方面

,

将采用分布式的接入方式
,

多天线技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而多天

线环境下多输入多输出 无线通信系统的理论将突破传统的无线通信系统理论
,

成为未

来移动与无线通信系统理论的核心

在传输体制方面
,

传统的单载波时分多址和码分多址技术难以直接推广到广带传输
,

必

须采用多载波并行传输体制
,

而高度灵活的多载波传输方案的设计是第 代移动通信系统设计
的关键之一

在编码与调制技术方面
,

将采用新型的 自适应编码调制技术
,

而包括其在内的高效的自

适应链路技术则是第 代移动通信的另一类关键技术
在天线与射频技术方面

,

将采用新型的多天线和阵列天线技术以及宽带高线性度射频技

术
,

将涉及复杂的电磁学理论问题
。

由此可见
,

未来第 代移动通信的研究是极具挑战性的
,

涉及大量的基本理论与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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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移动通信的基础研 究立项

倍以上
,

退近香农信道容量
。

针对未来移动通信业务模型
,

提出新的无线资源管理与传输理论
,

以适应未来大动态数

据传输
、

高频谱效率的需求
。

完成迭代式的信号处理与纠错技术研究
,

以逼近香农限为 目标
,

发展 等新型编

码技术
,

实现与之相关联的 。 接收技术
。

研究多天线理论与通信容量
,

实现新型移动终端的创新研究
。

结束语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已处于取得全新突破的前夜 在前两代移动通信中的研究中我们错过
了获得 自主知识产权的时机 但是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计划的资助下
,

我国在第三
代移动通信的研究中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研究能力的科研队伍

,

具备了开展研究的组织条
件和基础设施

。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计划的大力支持下
,

我们的科研
人员在新一轮的竞争中

,

能够抓住机遇
,

迎头赶上
,

获得源头创新的成果
,

实现我国移动通信
跨越式发展

,

成为国际上未来无线通信领域重要的主导力量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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