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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老师，请您介绍一下无线移动中心

自成立以来的大致发展过程，特别是取得的一些

主要成绩。

王京：这要追溯到信研院的成立。在信研院

成立之前，无线移动中心相当于是电子系教研组

下面的一个小团队，有四五个教师一起工作。在

系里以教授为核心的团队一般不能太大，如果想

承担国家大项目，会有困难。

此外，在无线通信领域，从基础理论研究到

新技术产生，再到产品的周期是比较短的。在信

研院成立了无线移动中心这样一个团队之后，我

们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吸引各种人才，来

参与到基础研究突破、技术创新、再到研究开发

成产品样机的各阶段。

中心成立之后，我们对之前完成的3G相关

技术进一步扩充延伸，将其应用到其专用市场，

并开发了产品样机，可以满足公安、消防、边防

和突发性事件中，对现场图像进行采集和回传的

需求。我们将相关产品转移到企业，让企业将它

们推广应用。应该说这样一个过程效果还是很不

错的，目前已经在国内支撑很多企业。现在在新

疆，在边防、海防都在使用这样的技术产品，在

之前奥运会、地震中这些设备都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目前中国，大部分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实

力还比较弱，还不能将技术直接转化成产品。在

信研院，我们可以再帮他们往前做一步，做出产

品雏形再给企业复制生产。无线移动中心在信研

为新技术实现产品化助力
——无线移动中心主任王京访谈

○学生记者  曲媛 

院这个环境下，可以在技术形成产品过程中给予

企业帮助，这是国内大部分企业需要的，扶上马

再送一程。

从系到信研院，从四五个教师的独立发展

到可以联合攻关的20多人团队，可以容纳各种特

长的人员共同协作完成研究开发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这也是学校对国家信息产业支撑的一个重要

环节。目前中心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

教授可以不断从源头创新，又不至于让创新

闲置无人完成后续工作。除了上面的例子，我们

还做了863计划，支撑计划等一些课题。项目的

体量越来越大，比如在国家重大专项“新一代宽

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项目中，无线移动中心2008

年承担了“第四代移动通信无线传输技术研发”

项目。该项目由清华大学牵头，联合国内17家大

学和企业一同工作。在863计划的高频段重点项

目中，也是清华大学牵头，联合10家单位一起工

作。这些项目中实验系统开发和标准化的工作量

非常大，没有一个团队的支撑是没法完成的。

当今中国产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环境来帮

助国内技术发展，将新想法往前推进，满足产业

的实际需要。

 

记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团队的构建还

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呢？

王京：有了这样一个团队之后，我们可以更

好地把握国家的需求，跟踪国际发展的主流。顾

校长在提到创“世界一流”大学时讲过，创一流的

前提是要 “入主流”。我们理解就是要紧跟国际

和国家发展的主流，才能有机会超越并引领，成为

一流。我们团队在老教授的带领下，能敏感洞察学

术和技术发展动向，始终能够与国家的发展需求合

拍，与国际前沿发展同步。这样，在国内我们有项

目经费支持，为国家做出贡献；在国际上有高水平

的学术观点受到关注，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

这样一个团队中，不同的人才各有侧重，既能接触

到最前沿的东西，又能满足最实际的需要，每个人

王京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副主任，信研院院务

委员会副主任、无线与移动通信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专家组

专家。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是无线移动通信和宽带无

线传输技术，包括4G移动通信等。曾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和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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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高效率地做自己擅长的方向，从团队角度可

以容易做到“顶天立地”。

记者：这样一个产学研结合的机制本身就是

一个创新，那么它在鼓励创新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呢？

王京：考核激励机制要适应创新的产生。

一般的考核机制是要求教授成为全才，要发高水

平的论文，要以第一承担者的身份组织承担大项

目，还要有一定的教学工作量等，这些要求在一

个人身上做完善了是很困难的。由于信研院不对

无线移动中心的个人进行考核，而是针对团队整

体考核，这样就可以根据个人的特点进行分工，

有基础研究兴趣的就写论文带学生，善于跑项目

的就找项目，有开发经验的就做软硬件实现。这

样对内独立考核，对外整体考核所有指标也都达

标。根据项目的需要统一来配备人员，让不同方

面的人才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

这样一个能够发挥个人特点的协作机制是团

队长久生存的基础。中心在人员配置上不仅仅有信

研院的成员，还有电子系和国家实验室的人员，不

同特长人才共同的结合体是我们中心的特色。

科研成果

超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与技术——B3G关键技术研究
随着小区密度的不断增加，为了解决邻区间干扰严重、

容量密度无法继续增加，针对现有蜂窝通信系统结构尺寸

无法进一步缩小等问题，运用分布式无线通信系统的创新体

系结构和概念，提出通过分布天线之间的联合发送及联合接

收，解决多用户频率重用问题，由于可以很好地控制用户间

的干扰，使系统容量仍可随天线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在此基

础上还提出了虚拟小区及自适应分布式MIMO的概念，减少

了频繁的越区切换，从而大幅度提高系统容量。同时由于天

线密度可以做得很大，也减少了平均接入距离。同时解决了

未来移动通信系统中的两个关键问题：频谱效率和功率效率

问题。在通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IEEE Communication 

Magzine发表两篇相关论文。该结构已用于我国的未来移动

通信系统研发（FuTURE计划）当中，作为试验系统平台环

境。

自适应MIMO，针对室外移动条件下，多天线信道情

况复杂多变的特点，为确保系统方案稳定可靠，提出根据信

道条件的变化自适应地采用不同的MIMO传输方式和传输参

数，以充分利用信道的传输能力。在这方面对前向信道尤为

重要，我们设计了多种预编码和自适应的方式，其中基于容

量估计的发送方式选择的方案已应用于本次的前向链路方案

和试验系统。

交织多址技术，不同用户在各处的编码调制后的经过

不同的交织图发送，允许不同用户占用相同的时间和频率资

源，从而实现频率高效重利用。其优点是在解决多址信号的

白化问题的同时提供了多用户的编码增益，使多用户联合译

码接收机可以达到接近多用户容量的性能，其多址性能远优

于目前的直接序列扩频码分多址，从最优接收的角度看甚至

优于正交多址方案（TDMA/FDMA）。

星座交迭技术，用于蜂窝前向链路增强的星座交迭技

术，充分利用蜂窝环境中不同用户之间的远近效应，利用编

码多用户联合发送结合最优功率分配和速率分配，在保证公

平性的前提下显著提高了前向总吞吐量。并对此提出一套相

应的自适应用户分组及功率、速率分配方法，取得性能和复

杂度的良好折中。

面向客运专线的大规模网上订票引擎研发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事业的发展，铁路客运量将由目前

的15亿逐渐增长到50亿人次。另外，由于铁路客票销售渠道

少，旅客购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春运和旅游黄金周期间。所

以开发面向客运专线的大规模网上订票系统就成为了解决上述

问题的关键，而这个系统的核心是订票引擎。受铁道部-清华

大学科研计划“客运专线客户服务应用模式及关键技术的研

究”课题支持，清华大学在IBM公司的支持下，调研了现有的

订票系统特别是互联网订票系统，研究了如何利用IBM z/TPF

技术，设计互联网订票引擎应用原型的体系结构，并对设计的

多种体系结构进行原型实现及测试，提出互联网订票系统的参

考体系架构，并开发出网上订票系统引擎的原型，为未来的订

票系统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