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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TS空中接口与无线工程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关于第三代移动通信空中接口与无线工程方面的技术专著。全书内容共17章，第1章至第3
章，简要地介绍了UMTS系统的技术规范体制和基本原理；第4章到第7章详细阐述了UMTS/WCDMA
无线网络空中接口技术，包括无线资源管理、无线链路控制、媒体接入控制和物理层；第8章到第11章
讨论了无线网络的一些关键技术包括小区重选、切换、功率控制以及高速下行分组接入技术；第12章
至第15章，详细介绍了WCDMA系统的无线工程要点，包括无线网络设计和优化的方法和原则、直放
站和塔顶放大器在WCDMA系统的应用以及UMTS、CDMA2000、PHS、GSM共存时的系统间干扰分
析；第16章总结了WCDMA和CDMA2000两大第三代移动通信主流技术的异同点；第17章提出UMTS
网络的全IP化与扁平化演进方向。
　　本书可作为从事移动通信设备研制及集成和无线网络设计与优化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技术学
习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电信工程等专业在校师生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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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首先它完整地反映了UMTS技术最核心的部分——无线接口和无线工程，其中包括基本原理
和各层面的协议规范；其次它还全面反映了UMTS技术演进的整个过程和未来方向。通过这本书，读
者还可以了解到LIMTS技术与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另一个技术分支——CDMA2000的同异对比。本书可
作为从事移动通信设备研制及集成和无线网络设计与优化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技术学习参考用书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电信工程等专业在校师生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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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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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