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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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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了无线通信的传播环境和传播预测模型、移动能信中的调制解调技术和抗衰落技术；
其次介绍了移动通信网络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GSM和GPRS系统、IS95 系统以
及cdma2000 1x系统，同时还介绍了WCDMA和TDD CDMA系统；最后《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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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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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力求移动通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系统兼顾，内容由浅入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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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通信原理与系统》可以
作为通信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和成人教育的教材，同时也是从事移动通信研究和
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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