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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宽带的无线接入技术 LMDS 
W ireless Access Technology Based on Broadband 

马 燕 

(重庆师范学院物理学与信息技术系 重庆400047) 

Abstract LM DS(Loca】M uh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Ls a broadband wireless point t0一muhipoint 

communication system operating above 2O GHz．It occupies the spectrum frequency at around 28 GHz 

and 31 GHz h can handle telephony and video programming as welt as data services such aS Internet 

access A big advantage of LM DS IS that cable or copper lines for access to the home are not needed 

LM DS provides arl eilective last m ile solution Ior the incumbent service provider and can be used by 

competitive se rvice providers to deliver serv{ces directly to end users．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performance．working principle，structure of system of LM DS and its key technology Also，the 

paper discusses its foreground 

Keywords LM DS，Base stationt Uset station，Protocol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作为连接全球信息的 In 

ternet的业务量 日益巨增 ，正 呈现 出爆炸性的增长 ，因 

此近年 各国都 高度重视 Internet骨干 网络的建设 ，核 

心网络实现 了光纤化．其带宽基本可 满足当前对信 息 

获取的需求。而网络 的瓶颈越来越集 中体现在接入 刚 

方面 ，即用户与檀心同络的连接部分 。 

从 理论上说 ．全光纤接入网络将是 比较完美的解 

决方案，但实现上面临很多的困难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 

还远远未能实现，因此，̂ 们在 网络的接入技术方面做 

了大量 的研究 ，现 已提 出了多种 解决方 案 ，如 cable— 

modem，即广 电的宽带多媒体传送系统 ，它利用丁有线 

电视系统 可 用频谱 中的一 小部分 来传 送数 字信号 ： 

DSL，即 数字用户线路“，其最具代表性的 ADSL技 术 

是利用现有的电话双绞铜线对用户提供高速 Inte~net 

接 入等业务 ISDN技术 ．是传送话音 、数据 、图像等综 

台业务的主要手段之 ’；还有其它细 HFC、PON(无隙 

光网络 )、APONC(基于 ATNK 的无 光 网络 )、SDH 

等方式 的光纤宽带接 入等 ，这些接 入技 术都有 各 自的 

特点和针对性 

另一方面 ，无线接 入技术特别是宽带 无线 技术正 

迅速发展 。运用谊技术可 将数据、Internet、话 音、视 

频和多媒体应用 传送到商业和家 庭用户。无线 网的组 

建方便快捷、对人群和环境影响摄少 ，而且 无需巨额基 

础设施和场地投资 ，作为具有较强 竞争性 的宽带无线 

接入技术具有更美好 的前景 特别 是近年 来发展起来 

的 LMDS技术，是无线宽带技术的 一十典范 

一

、LMDS综述 

LMDS(Loca[Muhipoint Distribution Service)是 

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 的一种工作 于24GHz~38GHz额 

EWFQ，理论分析与实验证 明该算法 仅具有连接独 

立的特性 ，能更公平 灵活地为连接分配带宽 ，而且 它 

的计算复杂度 比 WFQ算法低得多。同时 ，EWFQ还具 

有较好 的时延特性和较低 的 WFI，可以为连接提供确 

定的时延上界和稳定的时延抖动。围此 ，该算法能更好 

地满足高速 网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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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的宽带无 线点对 多点接凡技术 ．也称为 本地多点通 

信系统 LMDS是在微波传输技术上发展起来的 ，所采 

用的调制方式与微渡传输相似 ．主要为 PSK(包括 BP— 

SK、DQPSK、QPSK 等 )和 QAM (包 括 4一QAM、16一 

QAM、64一QAM 等 ) 不同之处是 LMDS采 用一点 多 

址方式 t徽渡传输则采用点对点方式 。LMDS利用毫米 

波传输 ，可提供双 向话 音 、数据及视频 图像 业务，可 

实现 N*64kb／s到 2Mb／s、甚至155Mb／s的用 户接凡 

速率 ．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LMDS使宽带业务克服铜线 

电缆本地环 路过一瓶颈 ．满足用户对 高速 Internet和 

其它通信需求 ，因而有望成为解决通信网最后里程问 

题的一种有效手层 

目前 ·普通 的无线接入系统均是窄带系统 ．工作在 

450M、800M 频率上 ．针对低速的话音和数据业 务。而 

LMDS是宽 带接^方 式．工作 在10GHz以 上．一般 在 

毫米波的波段 附近 ．可用的带宽达 到1GHz以上 ．几乎 

可 以提供任 何种类 的业务 ，支持话音、数据 和图像业 

务 ·并 支 持 ATM、TCP／IP和 MPEG 2等 标 准 。由于 

LMDS具有更高带宽和双向数据传输 的特点 ，可提供 

多种宽带交互式数据及多媒体业务 ．克服传统本地环 

路 的瓶颈 ·满足用 户对高速数据和 图像通信 日益增长 

的需 求，因此它可 承载任何种类 的业务 ．包括话音 、 

数据和图像等 ： 

1话 音业务 ：LMDS系统可提供 高质量的话音服 

务 ，即 POTS(Plain Old Te Lephone Service)，可 实 现 

PSTN主干无线接入。 

2·数据业务 LMDS的数据业务包括低速数据业 

务、中速 数据业 务和高速数据业务 具体数据速率可支 

持1 2k一155Mbtt／s，并支持多种协议如帧中继 、ATM、 

TCP／IP等 。 

3图像业务 ：LMDS可支持模拟和数字图像业务 ， 

可提供 的图像 信道包 括 150条远程 节 目、10条 本地节 

目．还可 提供 最少 l0条 PPV 节 目信道 LMDS能提供 

模拟和数字视频业务 ．如远 程医疗 、远程教育 、高速会 

议电视、电子商务、视频点播等 

二 、LMDS的系统结构 

一 十完整 的 LMDS嘲络是由基站和客 户端两 大 

部分组成的。基站 负责进 行用户端的覆盖 ．并提供骨干 

网 络 的 接 口，包 括 PSTN、lnternet、Frame Re Lay、 

ATM、1SDN等 。骨 干 网络 采用 PSTN、ISDN、ATM、 

Frame Relay、Inter~et等支撑网络 =基站 的数据送入骨 

干 网络 t完成话音交换 、ATM 交换 、IP交换等 ，井连凡 

Internet出口等 。网络运 行中心 (NOc)的功 能是管理 

服 务区的设备 和用户 客户端贝lj提 供多种类型 的用户 

接 口，包 括电话 、交换机 、图像 、帧中继、以太同等等 ；提 

供各种速率 ，包 括 ISDN、N×64K、2M、N×2M 等 ，目 

前常见的业务都可直接接凡 

1基站系统 

基站系统 是一个指定蜂窝用户所有来往通 信的中 

央集散点 ，负责进行用户端的覆盖 ，并提供骨干网络的 

接 口，包括 PSTN、Interne c、Frame Relay、ATM ISDN 

等 基站包括室内和户外设备 室 内设备为连接有线或 

无线骨干网提供接 口．是用户与骨干网之问的纽带。户 

外设备 包括发 射机和 接收机 ，通常安装在发射蟮 或 屋 

顶上 。这些设 备负责收集和传递来往于一 个蜂窝或 扇 

区内的所有通信 。 

基站 系统采用扇 区覆盖 ．即使用在一 定角度范 围 

内聚焦的喇叭天线 ，覆盖用户端设备 。根据采用的天 线 

的不 同 ．可划分 为150、22 5O、300、450、600、900扇 区． 

即最少4个扇区 ．最多24个扇区。由基站至用户端的下 

行链路采 用 TDMA模式 ．射频调制方式可选 QPSK、 

16QAM 和64QAM 为多元调 制方式 ．特别是64QAM． 

可大大提高频道利用率 。基站设备可分为室内单元、室 

外单元 、天线和连接 室内单元与室外单元 的中频电缆 

四部分 。基站 系统 由骨 干网络 、刚络运行 中心 (N0C)、 

微波发射与接收部分组成 。如 图l所 示。 

整 十 系统 以ATM交换机为核 心 ，实现对 整十 用 

1 基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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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系统 的管理、业 务的提供与管理 、数据的发送、接收 

与处理等功能 奉系统妁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是 ： 
·数据通 信部分 ：实现用 户的数据业 哥传输 与管 

理，可提供至少有10．000个用 白的高速数据锺讯业务 ， 

并接凡 ~[1lterB．~t 

·模拟电视部分 ：根据小区 内用户的需要提供电视 

业务，在基站需要一个 FM 调制器组 ，每一个频道需要 
一 个 FM 调制器 用户端需要 一个调 谐器(TUNER) 

或机顶盘(STB)。有了此系统 ，用户家庭可以收看到类 

似煳路电视的丰富 多彩的节 目 

，视频会议部分 ：会议 电视系统 是用于多个地 点进 

行开会的一种通信手段 ，它还可接收电于自板 ．书写电 

话，传真机等辅助功能，用于与对方会场的与会人员研 

|寸与磋商 该襄统赊用于开会 还可用于远程教育、远 

程医疗、远程监控、报警银行 商业等方面。 

- 祝频 播部分 ：奉系统主要负责向用户提供视频 

点播 (VOD)业务 ，由 VOD服务器实现对 用户的管理 。 

Video服务器可通过 II 和 ATM 网络提供 MPEG 1和 

MPEG—II的高质量的、实时的、交互式 的视频传输 服 

务 它集成了视 频内容的管理 、可伸缩的视频 流传送 、 

高性能网络 、支持 多种网络协议 、多种网络界面，支持 

多点投送 {提供优 起的基于 Web界面服 务器的软件管 

理界 面，提 供基于数据 库的内容管理系统工具 ；是一个 

提供崭新概念的先进的视频服务系统 

2客户端系统 

客户端设置在用户驻地 ，由收发转换 系统和用户 

端 系统组成 收发转换部分包括室外安装的微波发射 

和接收装置 、室 内的网络接口单元(NIU) NIU的设计 

要能 够适应不 同目标用 户的连接 要求 ，例如 TI／E1、 

POTS和数字电视等并为各种用尸业务提供接口，并 

完成复用／解复用功能 其室内单元可连接用户小交换 

机 、路 由器 等 用 户 驻 地 阿 设 备 ，为 用 户 终 端提 供 

PSTN、电路仿 真、高速 IP等业务 ，速率也非 常全 ，如 

ISDN、Nx64K、2M、Nx2M 等．基本上 每前 常见的业务 

都可 直 接接 凡 客 户端 室 内单元将 来 自用户 驻地 罔 

(CPN)的业务适配 、汇 聚，通过有线电缆传送到室外单 

元 并通过 无线链路传送副基站；在相反方 向。从下行 

业务量中提取本站业 务，丹送给用户 客户端一般提供 

EI接 口、10BASET接 口，根据需要也可 提供帧 中继 、 

ATM、ISDN等接 口 EI接 口与用户小交换 机相连 ，对 

普 通 话 音、ISDN 提 供 支持 10BASET 接 口用 于 与 

HUB或其他设备相连 ，提供数据业 务 

用 户端 系统 由网 络按 入 设 备c如机 顶 盒 、1SDN 

等)和用户终端设备组成 ，以满足用户的各种需要 。图2 

多 
种 

用 

户 

接 
口 

横 
块 

收发转换杀统 

图2 客户端系统 

为客户端系统的组成示意图 

三、关键技术 

为解决无线局域网组网问题 ，IEEE802 11委员会 

提}B无线局域 网协议体系，无线局域网的标准 工作主 

要在逻辑连路层 LI C 以下 ，即 MAC层与物理层 ．如 

图3所示 由于无线传输技术与 有线传输技术的差异及 

无线信道 的独特性 。需要制定新 的 MAC协 议和相应 

的物理层协议 。 

目前 1EEEL802 16委员会正 在开展广泛 的调查 

与研究工作，目的就是要为基于宽带的接入技术制定 

相 应 的 标 准 LMDS空 中接 []存 在 多 种 物 理 层 和 

MAC层标准 。现在国际上尚未达 成统一标准 。制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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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磊统 

应 用 层 

MAC 层 

物 理 层 

图3 LMDS协议框架 

一 的空 中接 口标准 的时 机还未成熟。从 当前 商用 和正 

在试验的 LMDS实际组同情况看 ，基站和客户端一般 

采用 同一厂商的设备 目前还在对是 否需 要规定空中 

接 口的协议层和物理层妁国际标准进丰亍讨论，如果能 

够制 定一个统一的国际 标准．无疑能够实 现不 同 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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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和 客户端的互扭 这对 LMDS今后的发展将有极 

好的影响 

物理层 ：对于空中接口的物 层 ．目前正在对信号 

的 一些标准进行规范 如扰码、前向纠错 、调制、发送波 

形形成 等。无线锺信传输信道 中存 在的多径传播 以及 

随机干扰 使得无线倍道的传输特性 比较恶劣 因此发 

送端 一般采取 RS编码加交 织的方式 提 高系统的纠 

错性能 = 

在服务区内部 ．基站和客户端之 间以全双工的方 

式进行通 信。调制方式主要为相 移键 控(PSK1和正交 

幅度调制(QAM)，使用 目前移动通信多采用的三种多 

址技术：频分多址(FDMA)、时分 多址(TDMA 和码分 

多 址 (CDMA) 其 中 客 户 端 的 上 行 链 路 可 采 用 

TDMA FDMA或者CDMA方式，目前多数设备采用 

TDMA 和 FDMA 下行链路则采 用 TDM 或 FDM 方 

式 提供 多样 化形 式 的接 口t如 DSO、POTS、10 Base 

T、ATM 、OG一3等 )。 

所谓 FDMA 即是在频域中一个相对 窄带的信道 

里 基站与各个客 户端的不同信号被分配到不同频率 

的信道 里，得用带通滤波器限制邻近信道的干扰 这样 

在规定的窄带里只能通过有用信号的能量 而任何其 

它频率 的信号被排 斥在外 。在 TDMA方式 下，一个信 

道 由一连 串周期性 的时 隙构成 。基站与不 同的客户端 

的信号被分配到不 同的时隙里 ，利用定时选通来限制 

邻近信号 的干扰，从而只让在规定时隙中有用的信 号 

能量通过 

如果业务藏量不大 可以使用 FDMA 方式 对于 

亮发性 较强的业务流量 则选择 TDMA方式 。 

MAC层 ：在 LMDS系统 中 若上 行采用 TDMA 

多址接八方式 ，多个客 户端共享 LMDS上行链路 不 

同的客户端存在不 同的带宽需求和业 务质 量需求 ，因 

此系统应有 一个功能强 大的 MAC协议 ，以完成时豫 

分配、带 宽的动态分 配、测距 以及对 Qos的支持 等 

MAC协 议要 求对多 十用户提供公平且高 效的接 入， 

保证接^延迟、信元时延变化、信元丢失率等参数尽可 

能小 MAC协议的选取 同时还必须考虑 协议实现 的 

复杂度 

应用 前景 目前 核心 网和接入脚建设不 平衡的 

问题十分突出 接八时成为 网络的瓶颈。在接人层 }， 

尽管 ADSL、光纤快速 太刚和 Cab Le Modem 等有线 

接入技术发展报快．但是田为用户种娄繁多和丹带复 

杂．实际实施过 程中存在时 间长 施工困难等 特点。而 

无线网络具有网络配置灵活 、建 设周娟短 、工程费用低 

和容量大等特点 ，因此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 景。199g年，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尝(FCC)正式批准 r这个频段妁运 

营 ，LMDS立 即成 为当年美 目最 为热门的电信技术之 
一

，如美国的从 事无线接人 的 WinStar公 《 一举成 为 

美 国第二 大接^ 服务商 根据 先锋 闸公司(Pioneer 

Consult,．ng)产业分 析报告 到2007年 LMDS市场 规 

模将达到儿0亿美元 。 

我国 目前 已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 ．商品化的 

小医住宅正在 日盏兴起 ，而小 区内的信息化服 务的高 

潮即将掀起 ，在未来 的l0年 中，本地环路将是大量的多 

媒体通信和互连铷议为基础 的多种、 务 的主要平 台 

各种有线 的、无线的本地 宽带建八将连年上升。如何抓 

住这一契机 加快对 LMDS的协议和接 Lj等 一系列标 

准的研究 ，尽快推出该技术的国家标准 +大力推进我圈 

的信息化技术发展 ，已成 为当暑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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