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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4567859:系统的特点3通过对终端高层信令软件;分层结构及其各层功能的分析提出了空

闲模式下小区选择的一种实现算法3这种算法能满足各种情况下小区选择的信令流程3实现也简单<

关键词!自动网络选择模式=小区选择=广播系统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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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4567859:是T4U正式发布的第三代移动通

信 空 间 接 口 技 术 规 范 之 一3它 得 到 了 8,47及

@-..的全面支 持=是 中 国 电 信 百 年 来 第 一 个 完 整

的通信技术标准3是 U4/:6055可替代的方案=是

集 859:3459:3059:技 术 优 势 于 一 体3系 统

容量大;频谱利用率高;抗干扰能力强的移动通信技

术=采用了智能天线;联合检测;接力切换;同步 856

9:;低码片速率;多时隙;可变扩频系统;自适应功

率调整等技术<4567859:的主要优势!

1 @-业务与功能能在现有稳定的 -79 网络

上迅速而直接部署3能实现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平

滑演进3完全满足第三代业务的要求=

2 突出的频谱利用率=

3 无需使用成对的频段=

4 支持所有的无线网络3最佳适应于实现无线

TXtZzXZt3系统成本底<
第三代 4567859:系统与第二代 -79 的区

别的根源在于物理层的不同3从而形成了二者高层

信令的差别=本文根据 4567859:系统的物理层

以及高层信令软件的分层结构提出一种空闲模式下

小区选择的实现算法<

" 高层信令软件分层结构

"?" 高层信令软件分层

高层信令软件分层结构如图 "<4567859:系

统的高层信令软件分层结构与 57T参考模型相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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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层接受高层的控制并为高层提供所要求的服务!
所不同的是"对 #$层的控制不是由 #%层!而 是 由

&&子层来完成的’箭头表示层间接口!用于层间相

互传送消息!消息中携带各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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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层能利用这

图$ 高层信令软件分层结构

#$层*物理层+

#%层*数据链路层+

&&子层*无线资源管理子层+

,,子层*移动管理子层+

应用层些参数顺利完成各种任务’
层 间 消 息 用 原 语 的 形 式 给

出!原语有规定的消息格式

和相应的数据结构!有些消

息格式是统一定义的!如空

中接口上传输的消息!有些

消 息 格 式 是 各 层 的 软 件 设

计者合作定义的!为的是能正确地利用原语中所携

带的各种参数!如 &&层和 #$层的 ,-.原语所表

示的消息/

$0% 各层功能简介

,,层*移动管理子层+功能"1 23,卡数据的

读取和更新’4 鉴权’5 位置更新’6 3,23附着和

分离’7 8#,9的选择’: ;,23的重分配/

&&层*无线资源管理子层+功能"1 小区选择

和小区重选’4 8#,9的搜索’5 寻呼的读取和分

析’6 信 道 管 理!包 括 切 换’7 给 基 站 提 供 测 量 报

告’: 建立和释放 &&连接/

#%层*数据链路层+能对 &&层和 ,, 层信令

起透明传输作用!是一个传输信令和消息的通道/

#$层*物理层+功能很多!对于小区选择来说主

要有 %个作用"一是接收和传送来自基站的广播系

统信息’二是 2<9=码功率电平的测量/

% 小区选择的时机

移 动 终 端 的 高 层 信 令 分 为 空 闲 模 式 和 连 接 模

式/空闲模式是指没有&&连接存在的情况!空闲模

式下的任务包括小区选择和小区重选’连接模式是

指&&连接建立后的情况!包括正常通话的情况/移

动终端要想完成各种正常的业务!首先必须在空闲

模式下稳定可靠地驻留在一个小区!并通过网络的

许可/小区选择的时机有"1 当刚开机时’4 从连

接模式*正常情况或异常情况+返回空闲模式时’5
移动终端驻留在 >8#,9中!周期性搜索 ?8#,9
时/

小区选择顺序"首先选择一个 8#,9网!其次

才能选择所选8#,9网中的一个小区/图 %指出了

二 者 的 关 系!其 中 8#,9的 选 择 和 位 置 登 记 属 于

,,层!小区选择属于 &&层!所以 8#,9的选择@
位置登记和小区选择之间是通过层间原语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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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更新结果

位置更新结果

小区或位置区改变
位置更新

对用户的指示

自动选网

8#,9可得的信息

8#,9被选择

小区选择8#,9选择

图% 小区选择和8#,9选择的关系

C 小区选择算法

C0$ 8#,9选择算法

8#,9选择算法有两种方式/

*$+自动网络选择模式/选网过程无需移动终

端用户参与!移动终端根据一个 8#,9的优先级列

表!选择优先级最高的 8#,9’

*%+人工网络选择模式/移动终端向用户提供

目前搜索到的所有网络!由用户选定要驻留的网络/
由于人工网络选择模式基本上是自动选择模式的简

化!故本文仅提出自动网络选择模式的实现算法/

8#,9选择算法如图 C所示!为了更好理解算

法的全过程!先说明算法中用到的一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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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 8#,9选择算法流图*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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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关机时(移动终端登记注册成

功的 #$%&被 存 在 )*% 卡 中’若 "#$%&存 在(

#$%&选择应首先选择 "#$%&(这个 "#$%&在

关机时存入 )*%卡(在开机时读入内存’

+ ,#$%&’#$%&和存在 )*%卡中的 *%)*
的 %--(%&-是相同的(即为用户分配 *%)*的运

营商所支持的#$%&’用户通常都能在,#$%&中

获 得 服 务(但 是 当 移 动 终 端 丢 失 覆 盖 后(一 个

.#$%&将被选择’

/ .#$%&’#$%&和存在 )*%卡中的 *%)*
的 %--(%&-是不完全相同的’

0 #$%&123’这是一个存在于 )*%卡中(按优

先级排列的 #$%&的列表(是为用户分配 *%)*的

运营商固化在 )*% 卡中的(除了运营商(别人无权

改变这个列表(这个表在开机时读入内存’

4 5#$%&’这是一个存在于 )*% 卡中(禁止

移动终端接入的 #$%&的列表(一般只存 6个(列

表的成员可根据位置更新的结果发生变化’这个表

在关机时存入 )*%卡(在开机时读入内存’

7 位置区漫游不允许列表’这个列表是根据位

置更新的结果8在这个位置区漫游不允许9产生的(
遇到这样的位置更新结果(移动终端应选择其他符

合 条 件 的 #$%&:此 外(还 应 将 这 个 #$%&存 入

8受限服务列表9中(以便将来进入8受限服务状态9(
这两个表在关机时被删除’

; 位置区不允许列表’这个列表是根据位置更

新的结果8位置区不允许9产生的(将这个位置区存

入8受限列表9中(以便将来进入8受限服务状态9(这

个表在关机时被删除’

< =33>?@A32#$%&’这是不在 5#$%&中的

#$%&’

B =C@D3@A32#$%&’它满足小区没有被阻塞

和 -EFG
因为8小区选择进程9通过搜索整个频带提供给

8#$%&选 择 进 程9的 #$%&1网 都 是 =C@D3@A32

#$%& (所 以 判 断 一 个 #$%&是 否 是 =C@D3@A32

#$%&是在8小区选择进程9中完成的’

HI $D1J’这是一个 #$%&选择的优先级列表(
是8#$%&选择进程9选择 #$%&网的根据’在这

个列表中的 #$%&网都必须既是 =C@D3@A32#$%&

又是=33>?@A32#$%&(""层的8小区选择进程9送

上 来 的 所 有 #$%&1网 都 要 按 条 件 放 入 这 个 列 表

中’它按优先级的顺序包括 6部分K! ,#$%&:+

#$%&123:/ 信 号 功 率 电 平 在LMNOPQ以 上 的

#$%&1(并 按 任 意 顺 序 排 列:0 其 他 的 #$%&1(
并按信号功率电平的降序排列’

RST 小区选择算法

UEVWXY)-X%=系统的物理层

WXY)-X%=系 统 的 物 理 层 的 内 容 很 多(只 介

绍与小区选择有关的部分’WXY)-X%=系统的帧

结构如图 6所示’
每帧共 Z个 时 隙([个 正 常 的 时 隙 W1G\W1](

两个特殊的时隙 X?#W)和 ^_#W)(用于上行同步

和 区 分 小 区:每 帧 有 两 个 上‘下 行 转 换 点(一 个 在

a#(一个在 W1R:W1G总是设置为下行时隙(所有基

站同时在 W1G以全功率发送 P--,广播等信令(其

所用的扩频码bQDO@QA32都是固定的(为的是移动

终端能尽快收听到 P--,广播(W1E总是设置为上

行时隙(其余时隙可根据用户需要灵活进行上‘下行

配置(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应用场合

c d

dd d d d d

d

’

图6 WXL)-X%=系统的帧结构

X?#W)
UZ]efD_1V

a#
UZ]efD_1V

_̂#W)
UE]GefD_1V

X>?g3DghWDQ213>J1
_̂3DghWDQ213>J1

)?DJefDgi#>DgJ
ESTM%efD_‘1

X$
WD2Q213>J

W1G W1E W1T W1]W1NW16W1R

5j@Q2NQ1U6GG1kQV

WXY)-X%=系 统 中 移 动 终 端 区 分 小 区 的 方

法’目 前 在 WXY)-X%=系 统 中 使 用 TGEG\TGTN

%,l频段(ESTM%efD_‘1的码片速率(单个载频占

ES]%,l带宽(故在上述频段内可容纳 Z个这样的

载频:在整个 WXY)-X%=系 统 中(共 有 RT个 正 交

的)m&-码’移动终端用)m&-码来区分它附近覆

盖区域重叠的小区(以方便物理层的 )m&-码功率

电平 的 测 量 和 报 告(因 此 RT个 )m&-码 会 根 据 一

定的重用距离而重用’当两个小区是同频同 )m&-
码 时(可 用 参 数 P)*-来 区 分(P)*-n)m&-oQDY

O@QA32(其中 QDO@QA32也是正交的’

UTV小区选择算法

小区选择算法流图如图 N’为了更好的理解这

个算法(现对算法中的主要步骤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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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表的小区选择$

"#表是移动终端在上次关机前存入 %&’ 卡的

一个标识小区的参数表(这个表只有 )*+’,存在

时 才 会 出 现$-./%0.’# 系 统 包 括 频 点 号 和

%1,0码号(这个表一般只有 23个小区$当%&’卡

中有 "#表时(若移动终端位于 "#表 的 覆 盖 范 围

之内(小区选择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4 正常的小区选择$
当 "#表的小区选择失败之后或 "#表不存在

时(将进行正常的小区选 择 过 程(物 理 层 将 在 5626

75658’9:整个频带范围内搜索(但只上报 ;5个

最强的小区测量结果(若仍不能正常驻留小区(则搜

索其他频带(重复上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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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机接入失败

,

配置物理层(
通知’’层所驻
留的小区参数

位置更新成功
,

位置更新成功

1
配置物理层(

通知’’层所驻
留的小区参数

,
D

测量
结果空

小区
可驻留1

4

!
D

在测量结果中选
择下一个接收和
分析"009广播

在"#表中选择
下一个接收和
分析"009广播

,
无"#表有"#表 在整个频段

内测量%1,0
功率电平

有)*+’,

受限驻留

图8 小区选择算法流图

正常驻留

,
"#表

是空吗E

!

,

,

小区可驻留

4

1

,

随机接入失败

在"#表范围
内测量%1,0

功率电平

第二次接到*+’,

分析’’层的消息

@ABB

D 小区 %1,0码功率电平的测量$
根据有无 "#表(小区选择进程将要求物理层

在不同的范围内测量 %1,0码的功率电平(且按由

大到小排序(最多只送 ;5个小区测量结果(并把测

量结果和相应的小区标识上传给 ))层(包括频段F
载波频率F%1,0码号$小区选择进程总是把下一个

最强的测量结果送到物理层$

G "009广播系统信息$
基站通过空中接口向小区内的所有移动终端发

送包含各种系统参数的消息(在移动终端由物理层

通过逻辑信道 "009送到 ))层(这就是广播系统

信息(它包括 %&2(%&5(%&;(%&H(%&8(%&3(%&2;$因为

整个高层信令的正常运转都极大地依赖于广播系统

信息(所以它的接收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

由 小 区 选 择 进 程 来 完 成(因 此 避 免 出 现 不 能 解 码

"009$只能解码一个系统消息或不能解码所需的

全 部 系 统 消 息I不 能 解 码 "%&0情 况 时(收 系 统 消

息(需要用定时器监视物理层等 ;种情况$

J 小区正常驻留的条件$
这个小区 必 须 是 一 个 KALMNOBP小 区(它 应 该 满

足Q被 选 择 的 *+’,的 一 个 小 区I不 能 够 被 阻 塞

RONSSPTU(这 个 参 数 可 从 系 统 消 息 获 得I不 能 属 于

V漫游不允许的位置区列表W中的任一个位置区I02

X6(它是小区选择的重要依据(计算它的参数可从

系统消息获得等 H个条件$

Y 配置物理层$
当移动终端驻留在一个小区之后(位置更新之

前(小区选择进程应通过原语配置物理层(为小区重

选和连接模式的信令过程做准备I这是因为物理层

总是处于等待高层的命令为高层服务的状态$配置

物理层包括物理 层 发 送 和 接 收 信 号 的 频 率F%1,0
码(配置第一基本公共物理信道R*ZZ[Z\U和第二基

本公共物理信道R%ZZ[Z\U(以便接收寻呼(系统消息

和短消息$

H 结 论

算法已用 %.+语言实现并通过了 --0,的测

试(测试结果表明这个小区选择算法能基本满足各

种情况下小区选择的信令流程(实现起来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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