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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通信是一种在移动环境中进行信息传输的通信方式
• 用户可以在移动过程中进行通话、发送短信、上网等操作

移动通信的定义

• 蜂窝移动通信：通过基站覆盖区域进行通信，如2G、3G、4G和5G等
• 卫星移动通信：通过卫星进行通信，如卫星电话、卫星导航等
• 无线局域网：通过Wi-Fi进行通信，如家庭、办公室等局域网

移动通信的分类

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与分类



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1G）
• 1980年代初期出现，基于模拟技术，
主要提供语音通话服务
• 代表技术：AMPS（美国移动通信系统）

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2G）
• 1990年代初期出现，基于数字技术，
提供语音通话和短信服务
• 代表技术：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CDMA（码分多址） 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

• 2000年代初期出现，提供高速数据传
输，支持多媒体业务
• 代表技术：WCDMA（宽带码分多址）
、CDMA2000（码分多址2000）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

• 2010年代初期出现，提供高速移动互
联网，支持高清视频等业务
• 代表技术：LTE（长期演进技术）、
WiMAX（全球微波互联接入）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 2019年开始商用，提供超高速数据传
输，支持物联网、自动驾驶等应用
• 代表技术：NR（新空口技术）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 多址接入技术
• 频分多址（ FDMA）：通过不同的频率信道进行通信
• 时分多址（ TDMA）：通过不同的时间片进行通信
• 空分多址（ SDMA）：通过不同的空间位置进行通信

• 调制与解调技术
• 调幅（ AM）：通过改变信号的幅度进行传输
• 调频（ FM）：通过改变信号的频率进行传输
• 调相（ PM）：通过改变信号的相位进行传输

• 网络架构与协议
• 蜂窝网络：通过基站进行信号覆盖，实现大范围通信
• 无线局域网：通过接入点进行信号覆盖，实现局域网内通信
• 移动互联网：通过 IP协议实现不同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

• 未来发展趋势
• 网络融合：实现多种网络技术的无缝连接
• 物联网：支持大量设备进行无线通信
• 大数据：提供海量数据的存储与处理能力
• 人工智能：实现智能化通信服务与优化

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与趋势



无线通信基本原理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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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的基本原理
• 无线电波：通过电磁波在空间中传播信息
• 接收与发送：通过天线接收电磁波，进行信号处理和解调，再发送出去

无线通信的传输特性
• 信号衰减：随着距离的增加，信号强度逐渐减弱
• 多径效应：信号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障碍物，产生反射和散射，导致信号干扰
• 时延：信号在传播过程中的延迟，影响通信的实时性

无线通信的基本原理与传输特性



信号调制

• 模拟调制：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
字信号进行传输
• 数字调制：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
拟信号进行传输

信号解调

• 模拟解调：将接收到的模拟信号
转换为数字信号
• 数字解调：将接收到的数字信号
转换为模拟信号

调制与解调技术的发展
趋势

• 高调制速率：支持更高速率的信
号传输
• 高频谱利用率：提高信号传输的
效率
• 低功耗：降低设备功耗，延长电
池寿命

无线通信的信号调制与解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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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址接入技术的分类
• 频分多址（FDMA）：通过不同的频率
信道进行通信
• 时分多址（TDMA）：通过不同的时间
片进行通信
• 空分多址（SDMA）：通过不同的空间
位置进行通信

多址接入技术的发展
• CDMA：通过扩频技术提高频谱利用
率，支持更多用户接入
• OFDMA：将频谱划分为多个子信道，
支持多用户接入
• SDMA：通过智能天线技术实现空间
复用，提高频谱利用率

无线通信的多址接入技术



移动通信网络架构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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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网络架构

• 核心网：负责处理呼叫控制、计费、
数据传输等功能
• 接入网：负责与用户终端进行通信，
实现信号的收发
• 无线网：通过基站覆盖区域进行信号
传输

移动通信网络的组成

• 基站：负责发射和接收无线信号，实
现与终端的通信
• 核心网设备：如交换机、路由器等，
负责实现网络互联与数据处理
• 用户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支
持移动通信功能

移动通信网络的基本架构与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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