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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内容概要

经典译丛·信息与通信技术：无线通信（第二版）》系统讲解无线通信原理、技术和系统设计所涉及
的各个方面。
《经典译丛·信息与通信技术：无线通信（第二版）》内容共分五部分（合计29章），包括无线传播
信道的机制、特性、建模与探测，通信收发信机的调制、分集、信道编码、语音编码和均衡技术，多
址与蜂窝、OFDM、扩频技术、多天线技术、认知无线电、中继与协作通信、视频编码，以及当前主
流和最新出现的无线标准系统。《经典译丛·信息与通信技术：无线通信（第二版）》既包含无线通
信的通用处理技术，又包含当前热门的研究专题。书中的讲解凸显数学描述和直观物理解释相结合，
深入浅出，给出的大量例题和习题（为第30章）取自当前主流无线通信系统和标准的实际案例。
《经典译丛·信息与通信技术：无线通信（第二版）》适合作为通信工程和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高年
级本科生、研究生和实践工程师的教材，更可作为无线通信工程师和科研人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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