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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NB-IoT体系标准与应用本期策划人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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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随着未来移动数据流量

爆炸性的增长，海量设备的连接，以及各类新业务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涌现，

这种改变不会停止只会加剧。物联网的发展是其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它将

人与人的通信延伸到物与物、人与物的智能互联，使移动通信技术渗透至更

加广阔的行业和领域。面向未来，车联网、工业控制、智能家居、移动医疗、

环境监测等将会推动物联网应用爆发式增长，数以千亿的设备将接入网络，

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并缔造出规模空前的新兴产业，为移动通信带来

无限生机。

正是基于对物联网未来前景的看好，出现了众多的无线物联网接入技

术，有以 Zigbee、Wi-Fi、蓝牙等为代表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和以 LoRa、

SigFox 或传统蜂窝技术为代表的长距无线通信技术，后者尤其是以低功耗

广域覆盖（LPWA）而受业界青睐。作为新晋的 LPWA 技术窄带物联网（NB-

IoT）因其在保持 LPWA 的基础上，更具有大连接、低成本和高可靠性等优

势，一经出现就备受瞩目。

NB-IoT 从提出到标准化的完成，只有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各大芯片

公司和产品制造商纷纷推出了产品路标，业内顶级运营商也发布了其 NB-

IoT 网络试商用及业务应用示范 Roadmap，但是整个产业链的成熟需要更多

的磨练。NB-IoT 产业的商业模式需要进一步研究，寻找其合适的应用场景

和运营策略，改变目前物联网应用普遍存在的业务碎片化和增量不增收的

老大难问题；NB-IoT 产品，尤其是芯片的成熟度需要时间的积累，NB-IoT 资

源分配和组网技术还有很多研究的空间；如何有效部署 NB-IoT 网络也是一

个重要课题，与现网的共存和融合也值得我们去探讨。

从技术上看，未来 NB-IoT 在定位、多播传输、多载波接入及寻呼、移动

性等方向还有许多优化的空间，在连接密度、终端功耗及覆盖增强方面还需

要不断优化。随着 NB-IoT 的规模商用，更多的网络和部署问题会随之出

现，将会推动 NB-IoT 网络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同时更多新的场景和应用

也会随之出现，反过来将形成新的技术需求，从而迭代往复地推动 NB-IoT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本期专题和专家论坛文章中，业内诸多专家、学者贡献了研究成果和

经验，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我们期望建立一个关于 NB-IoT 知识分享和经

验交流的平台，在给读者有益启示与参考的同时，也达到促进 NB-IoT 产业

链早日成熟的目的。在此，对各位作者的积极支持和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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