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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论文  

摘  要  

TD-SCDMA基站无线勘察与设计是TD-

SCDMA系统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无线网络的性能和建设成本

。随着业务需求的增加和技术的不断成熟，中国TD-

SCDMA网络的全面建设必将迅速推广。要解决TD-

SCDMA技术在中国大地上的迅速推广，那么它的建站选址、原有资源利

用、环保、无线勘察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论文从流程、设备、基站勘察等多方面对TD-

SCDMA基站无线勘察与设计进行了详细介绍，能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

定的指导和帮助。  

关键词  TD-SCDMA;基站 ;无线勘察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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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随着3G网络在世界各地的盛行，中国移动也如火如荼的展开了3G技术在

中国大地上的进程。在世界上现有的国际电信联盟承认的3G标准技术 :W

CDMA、CDMA-2000、WIAMX、TD-

SCDMA四种技术中，中国移动则采用了本国自行确定的TD-

SCDMA作为发展的标准和目标。据中国移动目前最新消息，到2009年

底，中国移动TD-

SCDMA网络规划第二期工程将完工，将覆盖全国95%的地级城市，基

站总数达到14 .5万个，从十个城市的覆盖提升到38个城市，新建或者新

开通的TD-SCDMA的基站达到25842个。  

要在中国大地上真正铺开一张TD-

SCDMA的强大网络，让人们真正享受到3G技术带来的痛快，则基站的

勘察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否则将让此技术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挠

。那么TD-

SCDMA基站该如何建设呢 ,怎样建设才能节约成本让更多人受益。要做

到这一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如何选址站址，如何利用现有资源，

如何解决建站带来的环保问题。如何选择天线配置等问题，怎样按步骤有

条不紊的进行建站，这是先前都必须考虑和论证的。  

本文的论证思路是 :以“TD-SCDMA基站无线勘察设计流程——TD-

SCDMA基站主设备及天馈系统——基站无线勘察设计——

设计总结”为主线，全面研究基站勘察、选址、基站天面系统、基站天线

、主设备、塔桅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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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TD-SCDMA基站主设备及天馈系统  

在实际的勘察设计之前，要对TD-

SCDMA基站设备及天馈系统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设备物理参数、性能



参数和工艺要求，熟练掌握了设备特性，有助于在勘察设计中提出最优技

术解决方案。  

2.1  TD-SCDMA基站主设备  



TD-

SCDMA基站设备种类主要有宏基站、微基站、拉远站、直放站和一体化

基站，在2006年的三地实验网中，宏基站得到了广泛使用和验证，部分

厂商的微基站得到少量应用，拉远站 (BBU+RRU)因馈线少、适应环境能

力强而颇被运营商看好，直放站在TD-SCDMA组网中应用较少。TD-

SCDMA基站主设备基本物理参数见表2-1。  

表2-1 TD-SCDMA基站主设备物理参数表  

中兴  大唐  鼎桥  厂商  1  2 1 2 1 2  ZXB30ZXB328 TDB09A TDB144A TNB610 

TBBP510机框尺寸  600×600 600×600 600×600 600×600 600×450 

600×450 (mm×mm×1200 ×1200 ×1600 ×1600 ×1200 ×700 ×mm 

设备重量180 170 165 160 116 55 (Kg)  

工作电压-48 -48 -48 -48 -48 -48 (VC/DC)  

设备功耗1575 1275 2000 1000 1500 1000 (W)  

温度要求-50 —50 -5—50 -5—45 -5—45 -5—45 -5—45 0 (  C  )  

离墙  离墙  离墙  离墙  可靠墙安装  可靠墙安装  安装方式  >300mm >300mm >200mm 

>200mm 走线方式  上走线  上走线  上走线  上走线  上走线  上走线  

注 :1为普通宏基站 ;2为基带拉远型基站 (BBU) 

宏基站是TD-SCDMA 

RAN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无线网络覆盖的主要设备类，广泛应

用于市区、郊区、农村、道路等各种环境。宏基站通过 Iub接口与RNC连

通过Uu接口与UE通信。宏基站与外围设备的连接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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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远型基站分为基带拉远设备和中频拉远设备两种，其主要区别在于RR

U信号在何处与BBU分开，基带处分开就是基带拉远设备，中频处分开就



是中频拉远设备，目前实际应用中以基带拉远为主。基带拉远设备功能如

图2-2所示。  

天线阵列  

GPS天线  射频电缆  



TPA外壳

校准电缆  

CAN总线/-48VC/DC 

-48VC/DC电源  

直流配电板  光传输设备  

DT101-11  

接地排  

图2-1 宏基站与外围设备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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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接收机  

智能  

天线  

收发  功放  数字  信单  和  LUB 主控  基带  中频元  低噪  接和  处理TX 放  口  /RX  时钟  单元  板  

室内单元 (BBU)  射频拉远单元 (RRU)  

图2-2 基带拉远设备功能框图  

2.2  TD-SCDMA天馈系统  

TD-

SCDMA天馈系统包括智能天线、馈线、TPA和GPS等，智能天线是整个

天馈系统的核心。智能天线尺寸大、馈线多等也是目前业界着力解决的问

题，从早期的8目智能天线 (高1347mm×宽650mm×深110mm)到6目

智能天线 (高1350mm×宽506mm×深70mm)，从31根馈线到3根集束

电缆，从2个TPA到1个集成压铸模TPA，其目标都是降低安装工艺要求

，减少站址获取及施工的难度。天馈系统的实物照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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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天馈系统实物照  

2.2 .1  天馈系统测试指标  

无线基站发射信号和接收由移动台发射的信号都是通过天馈线系统来完成

的，因此天馈线系统安装质量和运行情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通话质量、

无线信号的覆盖和收发信机的工作状态。当发射天馈线发生故障时，发射

信号将会产生损耗，从而影响基站的覆盖范围，若发射天馈线出现的故障

较为严重时，基站会关闭与其相连的收发信机 ;当接收天馈线发生故障时

，则其接收由移动台发射来的信号将会减弱，从而产生在移动台接收信号

很强的基站范围内不能占用该基站无线信道的现象，同时也会影响通话质

量，甚至导致掉话。  



目前基站只是对发射天馈线进行监测，而没有对接收天馈线进行监测，当

接收天馈线发生故障而影响网络服务质量时，不会产生任何的告警，维护

人员无法及时进行准确的故障定位而浪费人力和时间。当天线之间的隔离

度达不到要求时，使一部发信机发射的信号侵入另一部发信机，并在该发

信机的输出级与输出信号发生互调，产生新的组合频率信号随同有用信号

一起发射出去，从而构成对接收机的干扰。因此，对天馈线系统特别是对

接收天馈线和天线的隔离度进行日常的维护测试，及早发现问题，防范于

未然是十分必要的。  

天馈线系统的故障主要发生在天线、电缆和接头上。如在安装时不合规范

造成天线的排水不畅，在下雨天时导致天线内的积水 ;对接头的处理不好

，在潮湿或下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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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下造成接头的进水，若不能及时发现并进行处理，则会进一步损坏馈

线。在大城市里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许多地方没有足够的空间适合天线

的安装，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安装的天线不能确定其旁瓣和后瓣的去藕度够

不够而影响隔离度。  

对天馈线进行测试主要是通过测量其驻波比 (VSWR)或回损 (Return  

Loss )的值和隔离度 ( I so lat ion)来判断天馈线的安装质量和运行情况的

好坏。  

2.2 .2  回损与驻波比对照表  

基站发射天馈线的驻波比告警一般设为1 .5，不同类型的基站对天线之间

的隔离度要求也不一样，RBS200基站发射天线之间的隔离度要求大于4

0dB，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之间的隔离度要求大于20dB;而RBS2000基

站发射天线及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之间的隔离度都要求大于30dB。驻波

比对照表见表2-2。  



表2-2 驻波比对照表  

ReturnLoss (dB)  VSWR ReturnLoss(dB)  VSWR ReturnLoss (dB)  VSWR 

15 .2  1 .42 26 1 .1  41 1 .01 

15 .4  1 .41 26 .5  1 .1  41 .5  1 .01  



15.6  1 .4  27 1 .09 42 1 .01 

15 .8  1 .39 27 .5  1 .08 42 .5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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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基站无线勘察设计  

3.1  TD-SCDMA基站无线勘察设计流程  

TD-

SCDMA基站勘察设计流程和以往2G系统基本相似，即在规划的基础上

明确最终站址、配置、天线等参数，勘察设计的结果又反馈到规划中进行

局部调整。由于目前TD-

SCDMA基站还在试运用阶段，还没有大范围推广，以下建站步骤在一定

程度上借鉴使用了GSM网络的建站方案。TD-

SCDMA基站无线勘察设计流程如图3-1所示。  

预 规 划 结 果  基 站 勘 察  

租 赁 、 自 新 建 机 房  典 型 环 境 利 用 旧 机  覆 盖 区 域 及 购 机 房  房  T D - S C D M A 基 目 标  

站 覆 盖 范 围  

在新建机房勘周边环境、在租赁自

机房大小察科目基础购机房勘 
设备布局、上 :建筑物特察科目基综合考虑基站周边初勘选址 (一定范围内  

性 (物业/承重人口及经济状况，周机房和塔础上 :原多个预备站址 )  边基站分布及覆盖  

桅相对位/楼高 )机房改有设备、  造内容、市电置、方向角需扩容/  及下倾角  

传输接入、机替换/改否  房地网等  造内容  位置合适、传输/市  电接入方便、施工建  站址选取  

设/安装/维护方便  是  

配置参数确定 (设利用旧塔桅 (平新建塔桅 (落地  备，塔桅，天线 )  
台新增/改造、抱塔、拉线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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