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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传输结构 95

基站端切换到下行状态之前能够到达基站,终端需要提前发送上行信号.这个提前

量是由定时提煎（timiHgadv酗ce）机制来保证（参见第15章）。这样保护间隔就必

须足够长’终端从完成接收网络发送的下行信号之后切换到上行发送状态,依然能

够满足上行发送的定时提前°定时提前与终端到基站的距离成正比,小区半径越

大,则镭要的保护间隔越大° F》封
·最后选择保护间隔还孺要考虑基站间的干扰·在一个多小区的网络中,当相邻小区

的下行德号经过一定的传播磁延到达本小区的时候,;婆逸本小区处在保护间隔内,

要么本小区虽然处在上行接收状态,但是邻小区的下行信号已经衰减到非常低的水

平’;不足以影响上行信号的接收6因此保护间隔必须足够大,否则邻站的下行信号

就会干扰本小区的上行接收°在实际网络部署中’邻站干扰的大小和传播环境非常

相关’即便设计了一个足够大的保护间隔’依然可能有一些残留的干扰会影响上

行接收开始的一部分.因此会尽量避免把干扰敏感的上行信号放在上行开始的时候

传输。

h

β
‖
尸
■
仍
β
巴
】
β
‖
‖
■

■

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β
●
■
『
△
■
■
■
■
尸
■
■
尸
■
■
■
■
▲
■
尸
巴
■
β
■
■
尸
■
■
～
◆
■
■
■
＝
■
『
「
■
■
β
■
■
■
‖
■
■
■
■
■
■
■
‖
‖
‖
尸
△
■
『
卜
■
】
旧
二
■
■
■
■

7.8.2频分双工

在FDD下’上行传输和下行传输分别被承载在不同的载波上’在图7ˉ15中,分别由

几L和几悠来表示°因此上行传输和下行传输在时域上是可以同时发生的,上下行的隔离也

是通过接收｀发射滤波器,也就是双工滤波器来完成.当然频域上需要保证上下行双工有

足够的隔离带宽°

尽管FDD小区上下行可以同时工作,但是某些终端可能只支持半双工’即终端不支

持上下行同时工作。因为不孺要采用全双工滤波器,半双工可简化终端的实现复杂度,降

低终端成本·这对-些价格敏感的低端终端非常重要°另外’在—些特定的频带,过小的

＝击

双工频率间隔给双工滤波器的实现带来很大挑战,这种情况下终端也会采用半双工.对于

这种情况,全双工是否支持与频段有关°～个终端可以在某些频段上只支持半双工,在其

他颧段上支持全双工°需要注意全双工或者半双工能力都是终端的特性,无论连接何种能

力的终端,基站都需要统一支持全双工·也就是说’基站需要在接收-个终端的上行信号

的同时,为另一个终端发送下行信号. ;
对网络而言,半双工仅仅意味着某个终端最高的上下行速率受到限制’但是对整个小

. ｛

区的容量影响不大°因为基站可以同时调度多个终端’这样网络依然可以同时进行上行和

下行传输°网络因为事实上工作在全双工模式,也不需要定义一个保护时间间隔·传输的

定时关系对全双工和半双工FDD是完全一样的,小区仅仅是在调度的时候考虑特定终端

半双工能力的限制。

7.8.3时隙格式利时隙格式指示

侧到7.2节对时隙结构的讨论’有一组时隙用于上行传输,～组时隙用于下行传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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