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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

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的普及，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技术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
。它是近年来一项十分活跃的研究与应用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末被人们关注以来，目前发展极为迅
速。美国一家杂志社在评选影响未来的十大科技水平时，Internet技术位居第一，虚拟现实技术名列第
二。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系列高新技术的汇集，这些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图形学、传感技
术、人体工程学、人机交互理论、多媒体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是对这些技术更高层次
的集成与渗透。虚拟现实技术、理论分析、科学实验，已成为人类探索客观世界规律的三大手段。据
权威人士断言，虚拟现实技术将是21世纪信息技术的代表，可见其重要性。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目前较为广泛，从军事方面到民用领域，已有很多的应用系统，并且已经在多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在军事、航天、医学、工业、商业、娱乐业、建筑、教育等领域都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在今后
的几年中，发展将会更为迅速。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必将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巨大的冲击，是一
项值得关注的重要技术。　　尽管如此，但是现在的虚拟现实技术就像当初问世的计算机、互联网一
样，并不为世人所熟悉，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关注，甚至连计算机相关专业人员也了解甚少，国内外
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寥寥无几，业界也重视不足，并且我国虚拟现实技术水平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所以，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加强这一技术方面的教育，特别在相关专业领域、在高等教育中，增加虚
拟现实技术相关的内容，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它、关注它、研究它、应用它，以推动我国虚拟现实技
术的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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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第2版)》较详细地介绍了移动通信的原理和实际的移动通信系统。《移动通信
原理与系统(第2版)》首先介绍了无线通信的传播环境和传播预测模型、移动通信中的信源编码和调制
解调技术以及抗衰落技术链路增强技术；其次介绍了蜂窝网组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
介绍了GSM和其增强系统、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最后《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第2版)》对当前移动通
信的发展和当前移动通信研究的一些热点做了介绍。
《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第2版)》力求兼顾移动通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系统，内容由浅人深，可供不同
层次的人员学习的需要。每章开头有学习指导，结束有习题和思考题。
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是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TS2055）。本系列教
材的编写获得了该项目的资助，其目标是围绕该项目的建设，打造通信工程专业的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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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4.6.1 多天线技术4.6.2 空时编码技术4.7 链路白适应技术4.7.1 自适应调制编码4.7.2 混合自动请求重传
习题与思考题参考文献第5章 蜂窝组网技术5.1 移动通信网的基本概念5.2 频率复用和蜂窝小区5.3 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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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学习重点和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了移动通信原理及其应用方面的基本概念，
主要包括移动通信发展进程，移动通信的特点；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历程；移动通信的工作方式及移
动通信的应用系统。　　要求：　　重点掌握移动通信的概念、特点；　　理解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
及发展趋势；　　掌握移动通信的3种工作方式；　　了解移动通信的应用系统。　　1.1　移动通信
发展简述　　众所周知，个人通信（Personal Communications）是人类通信的最高目标，它是用各种可
能的网络技术实现任何人（whoever）在任何时间（whenever）、任何地点（wherever）与任何人
（whoever）进行任何种类（whatever）的交换信息。个人通信的主要特点是每一个用户有一个属于个
人的唯一通信号码，取代了以设备为基础的传统通信的号码（现在的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等是某一台
电话机、传真机等的号码）。电信网随时跟踪用户并为其服务。不论被呼叫的用户是在车上、船上、
飞机上，还是在办公室里、家里、公园里，电信网都能根据呼叫人所拨的个人号码找到他，接通电路
提供通信。用户通信完全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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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第2版）》可以作为通信本科高年级教材，同时可作为研究生和成人教
育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移动通信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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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五星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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