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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TE网络发展的现状

LTE 网络因为有着较强的信号和覆盖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其技术中的移动技术也得到

了很大的优化空间，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增加收入，能提升带宽，引

入新任务，从而提高业务量，还可以降低数据

业务成本。

目前的 LTE 分为 TDD-LTE 和 FDD-LTE

两种不同的版本，这两种版本看起来一样，其

实也有差别。如果采用相同频段，TDD 模式

在运行时，要采用上下行通行；而采用 FDD

模式时，上下行则占用不同的频段，一个频段

负责对信号的收，另一个频段则负责对信号的

发。相对来说，TDD 模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小，

并且大多位于高频率上，不利于无线传播，而

FDD 的频段非常广，在 700 兆赫和 3.6 吉赫之

间均可使用。

当处于 TDD 模式运行时，需要用较大的

带宽来为它的上下行阻碍来进行保护，这样会

影响到系统容量；而 FDD 在运行时上下是相

对独立的，不影响系统流量。

尽管和 FDD 相比，TDD 还存在着不足，

但由于 TDD 模式的运行中上下行同时使用一

个频率，减少了频带费用，因此深受国内营运

商的欢迎。还因为 TDD 模式更加适应不对称

业务，而目前主流义务应用都是上行流量小于

下行流量，而 FDD 模式由于上下行的流量一

样，在占用带宽方面要大于 TDD，因此 TDD

模式在主流市场因为上行量需求非常小而比

FDD 更受欢迎。

2 LTE无线关键链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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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手机的普及，人们

对于高速率宽带接入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而目前城镇化建设中，

高楼大厦林立，对移动信号的干

扰也越来越强烈，针对这种需求

与干扰的矛盾，电信技术宽带化、

移动化成了发展的必然趋势。LTE

技术作为新时期移动通信的统一

化标准，以其高频道效率、高峰

值速率、高性能移动和网络架构

扁平化等诸多优势，正积极影响

着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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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DD-LTE 中， 下 行 链 路 采 用 的 是

OFDM+MIMO是核心技术；从上行链接来看，

运用了 SC-FDMA 技术，从 LTE 无线链路的

核心技术来看，涵盖了 HARQ、导频设计以及

与信道相关的无线资源调度。

2.1 OFDM与SC-FDMA

宽带信道被 OFDM 技术划分为相当数量

的并行窄带信道，它能够超越宽带移动信道中

的单载波系统可能要面的大延迟扩展。结合了

交织技术以及纠错码技术后，它能够借助宽带

信道所提供的隐频率分集进一步提升无线链

路的稳定性以及可靠性。它和 OAM 技术的有

效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 LTE 系统的实

效性。由于高峰均比是多载波的缺陷，从而导

致了射频放大器表现出不理想的功率效率，它

显著地体现在功率有限的终端侧，LTE 将 SC-

FDMA 技术运用在上行链路上，这样能够保

证上行链路自身的覆盖范围。它事实上属于单

载波技术，然而从接收机来看，它能够采用类

似于 OFDM 的相关频率均衡技术，如此能够

有效地解决宽带移动面临的大延迟扩展。

OFDM 与 SC-FDMA 技术优点，是具有

两个灵活性，一个是对频谱的利用灵活，LTE

所支持的信道有 1.4、3、5、10、15、20 兆赫

六个等级；另一灵活性是对无线资源分配灵活。

2.2 多天线技术

多天线是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关键技术之

一，假如未能获得它的有效支撑，LTE 系统就

不能很好地达到 IMT-Advanced 系统的要求。

考虑到不同的机构以及应用场景，可以将多天

线划分成三类：空间复用、空间分集以及智能

天线技术，LTE 系统能够很好地支持这三种技

术。如果 MIMO 不同，它所适用的信道条件

也会各不相同，在信噪干扰并不高时，比如

UE 在小区边缘工作，这样能够借助波束赋形

技术，切实提升通讯链路所需要的频谱效率以

及传输质量。当信噪干扰比较高，系统容量受

限带宽时，就可以借助通过空间复用技术，运

用移动信道所特有的散射性，进一步提升通信

链路的频谱效率以及传输质量。

在下行链路领域，有四根天线配置在

eNB 中，它最多能够支撑 2 路数据流，而且是

相互独立的，在通过需要的调制映射、信道编

码以及加扰后，按照不同的空间分集以及空间

复用需要，对码字实行针对性较强的分层映射。

2.3 导频设计

从 TDD-LTE 系统来看，因为上行链路以

及下行链路采取了不一样的传输体制，所以需

要设计针对性较强的导频设计。在 TDD-LTE

下行链路采用的是时频二维网格的导频设计。

而上行链路采用的虽然是单载波频分址技术，

但导频设计和下行链路还是一样的。

2.4 HARQ技术

从 HSDPA 系统的运用来看，很好地证实

了 HARQ 以及 AMC 技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

升上行、下行链路所需要的容量。通过它成功

地运用在 3G 系统中，同样注重 LTE 系统中的

HARQ 运用。从传统的 HARQ 技术来看，它

将纠错码（FEC) 以及 ARQ 进行有效的合并，

在完成了 FEC 纠错后，如在检测中发现相关

错误，要不再采用接受分组的要求，并应该重

传。从 HARQ 技术在 LTE 系统中的运用来看，

并非是 FEC 及 ARQ 的简单组合，HARQ 能够

得到 FEC 所带来的相关编码增益，而且能够

得到软合并所导致的分集增益。LTE 系统在接

受了相应的检测错误后，并没有丢弃失败的分

组，反过来它以对其进行合并，而且接受失败

分组以及重传分组，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重传

信号软信息。

2.5 无线资源调度

在 LTE 系统中，以子帧为相关周期，按

照无线信道质量指示 CQI，对无线 RB 进行分

配或调度。因为 LTE 系统在超宽带上工作，

所以导致无线信道在频率方面出现了显著的选

择性衰落。调度器能够借助此种衰落特性，从

而为各位客户分配或调度所需要的无线信道，

从而获得最大的系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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