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用户信息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多用户信息论》

13位ISBN编号：9787030338464

10位ISBN编号：7030338464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页数：5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多用户信息论》

内容概要

《多用户信息论》是作者在近十年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深入分析论证、充分归
纳综合编著而成，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多用户信息论。《多用户信息论》内容包括绪论、单用户信息
论中的几个专题、多端信源编码、多接入信道、广播信道、干扰信道和认知信道、中继信道与合作信
道及反馈信道与双向信道。 
《多用户信息论》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和从事通信前沿理论研究的科研工
作者，特别是对于从事研发新一代无线网络的研究人员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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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送得比较快，可惜磨损有点严重
2、书的内容写的比较晦涩难懂
3、少见的一本详细讲述多用户信息论的中文图书，值得一看！
4、很全面，但是不太容易看懂。当当的服务也是蛮好的。
5、很好，有帮助。读书有乐趣。
6、国内很少关于这方面的书籍，这本书基本上囊括了最近信息论方面的成果。作为普及下信息论方
面还是很有帮助。
7、一气买了好几本书，中肯的评价还要等看了才能给出。建议当当改进你的评价机制，别让对所买
的书一次都得给出评价，愿评基本就评几本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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