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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

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更新观念，掌握现代信息技

术，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萌芽发展的新兴电子计算机信息

科技，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普及的国际互联网通讯

科技，构成了信息技术的基本框架，它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

途径，提高了人们的工作的效率。

电子计算机信息科技的优势在于能够较容易地实现信息

处理的高速度性、高准确性、高标准化；更加合理地配置企业

物力和人力资源；增加个人的生产力、支援高层决策力、降低

生产成本。国际互联网通讯科技的作用则体现在缩短人与

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打破国界、疆界的阻隔，让不同种

族、不同语言的人们通过网络来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共同提

高；将人类的生产力与价值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电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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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信息科技与国际互联网通讯科技的联姻可以算得上是科技

革命史上最具里程碑式的结合。两者的相互作用，影响了整

个世界的信息技术格局。

本套丛书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它从人

们的日常需要的角度出发，对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给出了精辟的讲解，注重知识

体系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开放性，帮助大家获得信息技术前沿

的各种知识。本书不仅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更加注重实践

动手能力的培养。让大家在学习中提高，在学习中获得足够

的实践。我们的目标是把最优秀最可靠的信息技术知识介绍

给广大的读者朋友，让大家在读书中有所获益。

本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经有关部门批准对部分作品进

行了节选，以取适合本套丛书的部分，望未及时取得联系的作

者见书后与我们取得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另因编辑水平有

限，加之时间仓促，文中难免存有谬误之处，望广大读者朋友

批评指正，我们不胜感激。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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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熟悉移动通信

第一节　移动通信简史

一、移动通信的神话

相隔万里，但只要拨出一串号码，就可以和对方通交流，

这已不是神话。现在的移动通信，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手机

早就走入了千家万户。

相信大家应该会记得《西游记》中的一幕：玉皇大帝派二

郎神捉拿孙悟空，众神都在凌霄宝殿上观战，正当底下打得

正厉害的时候，忽然孙悟空不见了，于是玉皇大帝就叫出“千

里眼”和“顺风耳”，“千里眼”和“顺风耳”一个看，一个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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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把孙悟空找到了。这说明在很早人们就有过这样的向

往了。

在日本，也有关于“顺风耳”的神话故事。传说中，深山

里住着一种“回声”妖怪，平时我们对着深山喊，深山里的回

声就是它附和着人的声音发出来的，听起来挺恐怖，不过这

种妖怪是不伤害人的。而且它还有一种法力，可以一下子把

声音传到远方你想通话的人那里去。有它帮助通话非常

方便。

其他涉及这方面的一些神话故事还有很多，可见古代中

外的人们由于交通不便，联系起来十分费劲，于是他们都想

像着“顺风耳”的出现，可以和远方的亲人尽快的联系。

现今，古人的梦想已经被科技实现了。“顺风耳”真的出

现了，那就是现在的移动通信，无论你要找的人在那里，通过

移动通信你就可以尽快的和他联系。手机这个现代化的通

信工具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方便。它可以把你远方的亲人的

声音原原本本地送到你面前。让你充分领略到科技的力量。

科技带给人们的便利，将伴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我

们的面前。

在下面的学习中，你将不仅仅了解移动通信的历史，现

在和未来。还会对移动通信的工作原理有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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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趣的无线通信

一项伟大的科学成果从发现到为人类所利用，往往需要

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麦克斯韦预言电磁波的存在，

关于无线通信发展的趣事

但却没有能通过亲手实验证实他

的预言；赫兹透过闪烁的水花，第

一次证实电磁波的存在，但却断

然否认利用电磁波进行通信的可

能性。他认为，若要利用电磁波

进行通信，需要有一面面积与欧

洲大陆相当的巨型反射镜。但

是，“赫兹电波”的闪光，却照亮了两个年轻人不朽的征程。

这两个年轻人便是波波夫和马可尼。

１８９５年５月７日，年仅３６岁的波波夫在彼德堡的俄国

物理化学会的物理分会上，宣读了关于“金属屑与电振荡的

关系”的论文，并当众展示了他发明的无线电接收机。当他

的助手雷布金在大厅的另一端接通火花式电波发生器时，波

波夫的无线电接收机便响起铃来；断开电波发生器，铃声立

即中止。几十年后，为了纪念波波夫在这一天的划时代创

举，当时的苏联政府便把５月７日定为“无线电发明日”。

１８９６年３月２４日，波波夫和雷布金在俄国物理化学协



信息技术教育大全 ４　　　　

关于无线通信发展的

趣事

会的年会上，操纵他们自己制作的无线

电收发信机，作了用无线电传送莫尔斯

电码的表演。当时拍发的报文是“海因

里希·赫兹”，以此表示他对这位电磁

波先驱者的崇敬。虽然当时的通信距

离中只有２５０米，但它毕竟是世界上最

早通过无线电传送的有明确内容的电

报。从此，无线通信揭开了新的一章，

人类的通信也从此进入一个新世纪。

也是在１８９６年的６月，年方２１的

意大利青年马可尼也发明了无线电收报机，并在英国取得了

专利。当时通信距离只有３０米。

关于无线通信发展的趣事

马可尼１８７４年４月

２５日生于意大利波伦亚。

他自幼便有广泛的爱好，

对电学、机械学、化学都有

浓厚的兴趣。１３岁那年，

他便在赫兹证实电磁波存

在的论文的启发下，萌发

了利用电磁波进行通信的大胆设想。他时而在阁楼上，时而

在庭院或农场里进行无线电通信的试验。１８９４年，他成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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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了相距２英里的无线电通信的收与发。

马可尼发明之路荆棘丛生。他在申请政府赞助落空后，

于１８９６年毅然赴英。在那里他得到了科学界和实业界的重

视和支持，取得了专利。１８９７年，马可尼成立了世界上第一

家无线电器材公司———美国马可尼公司。这一年的５月１８

日，马可尼进行横跨布里斯托尔海峡的无线电通信获得成

功。１８９８年，英国举行游艇赛，终点是距海岸２０英里的海

上。《都柏林快报》特聘马可尼用无线电传递消息，游艇一到

终点，他便通过无线电波，使岸上的人们立即知道胜负结果，

观众为之欣喜若狂。可以说，这是无线电通信的第一次实际

应用。

关于无线通信发展的趣事

二极管的发明，对马可尼

的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１９０１年，他成功地进行了跨

越大西洋的远距离无线电通

信。实验是在英国和纽芬兰

岛之 间 进 行 的，两 地 相 隔

２７００公里。从此，人类迎来

了利用无线电波进行远距离通信的新时代。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马可尼病逝于罗马。罗马上万人为

他举行了国葬；英国邮电局的无线电报和电话业务为之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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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２分种，以表示对这位首先把无线电理论用于通信的先驱

者，以及１９０９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崇敬与哀悼。

三、神奇无比的电波

１．频率

其实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地接触到“频率”这个词，

相信很多朋友对此都不会陌生。在移动通信中，我们用无线

电波进行相互之间的通信，因此电波的频率就是我们不得不

考虑的问题。大家都听过收音机，我们接受一个台的时候总

要调一个旋钮，直到听清楚为止，如果我们换台，就旋转旋钮

调到另外的一个台的频率去，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每一个台都有自己的无线电波的频率。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果所有的电台都采用同一个

频率，那么会出现一片混乱，收音机里什么也听不见，所有的

电台的信号都夹杂在一起了。所以全国各地对每个电台都

有严格的限制和审核，北京地区调频（ＦＭ）信号就有一定的

间隔，所有的私人电台都是不允许的。

在通信中，我们对频率也有很严格的限制，因为我们可

以利用的频率资源（也就是频率范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

对频率的使用没有严格的审核和限制，就会发生通信一片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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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情况。因此，国际上采用了比较统一的标准，比如移动

通信就划分了一定的频率范围，每一个（连续的）频率范围我

们称为频段。其他的频段用于卫星通信，微波通信等等。

２．相位

有一些朋友可能对“相位”这个词不太了解，其实我们在

生活中也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三相交流电”，其中的相也

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相位”，每一频率的

电波有其相应的波长（波长就是指一个单位电波的长度，单

位为米），我们把一个波长对应为２π的相位，比如有两路相

同频率的电波，在传输过程中，有一路电波比另外一路电波

快了半个波长那么我们就说该电波比另外一路超前了π相

位，另外一路就比前面一路滞后了π相位。

想具体了解相位的朋友可以参照一些关于通信的参

考书。

四、移动通信从无到有

世界范围的移动通信的发展进程，回顾起来可分为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初，移动通信有

了初步的发展，不过当时的移动通信使用范围小的可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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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动通信发展的

历程

要使用对象是船舶、飞机、汽车等专用

移动通信以及运用在军事通信中，使

用频段主要是短波段（比如现在的收

音机用的频段），限于当时的技术限

制，移动通信的设备也只是采用电子

管的，不仅又大又笨重，而且效果还很

差。当时也只能采用人工交换和人工

切换频率的控制和接续方式，接通时

间和接通效率都与今天的移动通信差的太多。不过当时的

工程师们都看到了移动通信的潜力，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在移动通信的发展上。

世界移动通信

发展的历程

第二阶段：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至６０

年代末，移动通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频段

的使用上，放弃了原来的短波段，主要使用

ＶＨＦ（甚高频）频段的１５０ＭＨｚ，到了后期又

发展到 ４００ＭＨｚ频段。同时技术上的进

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晶体管的出现，使移

动台向小型化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效果也

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好转，由于移动通信的便

捷性，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开始应

用汽车公用无线电话（ＭＴＳ或ＩＭＴＳ），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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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专用移动无线电话系统大量涌现，广泛用于公安、消

防、出租汽车、新闻、调度等方面。同时此阶段的交换系统已

由人工发展为用户直接拨号的专用自动交换系统。接通效

率也有了很大改善。这时，移动通信逐步走进了公众的日常

生活，人们已经看到了未来个人移动通信的曙光。这时的移

动通信，开始快速地向小型化，便捷化以及个人化发展。

第三阶段：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集成电路技

术、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器的快速发展，以及由美国贝尔实

验室推出的蜂窝系统的概念和其理论的在实际中的应用，使

得美国、日本等国家纷纷研制出陆地移动电话系统。可以

说，这时的移动通信系统真正地进入了个人领域：具有代表

性的有美国的 ＡＭＰ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系

统，英国的 ＴＡＣＳ系统，北欧（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的

ＮＭＴ系统、日本的 ＮＡＭＴＳ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均先后投

入商用。这个时期的系统的主要技术是模拟调频、频分多

址，以模拟方式工作（这些名词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解释），使

用频段为８００／９００ＭＨｚ（早期曾使用４５０ＭＨｚ），故称之为蜂

窝式模拟移动通信系统，或为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这一阶段是移动通信系统不断完善的过程。系统的耗

电、重量、体积大大缩小，服务多样化，系统大容量化，信息传

输实时化，控制与交换更加自动化、程控化、智能化，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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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世界上第一个蜂窝系统是由日本

的电话和电信公司（ＮＴＴ）于１９７９年实现。进入８０年代，可

以说移动通信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

与此同时，许多无线系统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

来。寻呼系统和无绳电话系统在扩大服务范围。许多相应

的标准应运而生。

第四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通信、信息领域中的很多方面都面临向数字化、综合化、宽带

化方向发展的问题。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是以数字传输、时

分多址或码分多址（这些名词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解释）为主

体技术，目前国际上已进入商用和准备进入商用的数字蜂窝

系统有欧洲的 ＧＳＭ、美国的ＤＡＭＰＳ（ＩＳ－５４目前用ＩＳ－

１３６）、日本的ＪＤＣ系统及美国的ＩＳ－９５系统等。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世界各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

和运营商已从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概念认同阶段进入

到具体的设计、规划和实施阶段。在开发第三代系统的进程

中形成了北美、欧洲和日本三大区域性集团。它们又分别推

出了 Ｗ－ＣＤＭＡ、ＴＤ／ＣＤＭＡ和宽带ＣＤＭＡ　Ｏｎｅ的技术方

案。为实现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ＩＭＴ－２０００）全球覆盖与

全球漫游，三种技术方案之间正在相互做出某些折中，以期

相互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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