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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WCDMA特殊场景覆盖规划与优化》是一本关于WCDMA特殊场景覆盖规划与优化的图书。
《WCDMA特殊场景覆盖规划与优化》基于WCDMA商用网络运营实际经验，针对业界关注的各种典
型特殊场景覆盖，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讨论分析，规划、优化和实践相互印证，并重点关注特
殊场景与全网之间的协同以及2G与3G之间的协同，为读者提供特殊场景覆盖的整体思路、方法和手段
。全书内容共分为11章，包括WCDMA技术概述；无线通信传播环境和传播模型；话务模型
；WCDMA射频子系统；室内覆盖；高速铁路覆盖；小区综合覆盖；高速公路覆盖；地铁覆盖；城区
河流和海面超远覆盖；WCDMA特殊场景覆盖的发展。《WCDMA特殊场景覆盖规划与优化》主要面
向从事2G/3G移动通信工作的技术人员，特别是从事WCDMA无线通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相关管
理人员，也可供高等院校通信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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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错，较实用
2、场景分析细致，内容浅显易懂，适合初级和中级读者
3、技术性挺强的
4、介绍了特殊场景的室内覆盖，对于其他系统也适用，关键是思路
5、发货很快，书内容也很好，是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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