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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传播环境》

内容概要

电波传播的特性是研究移动通信系统首先要遇到问题，称动传播环境的特性不仅是所有移动通信理论
研究的基础，也更直接关系到工程设计中通信设备的能力、天线高度的确定、通信距离的计算，以及
为实现优质可靠的通信所必须采用的技术措施第一系列统设计问题。并且，对于移动通信系统的信道
环境而言，其信道环境远比固定无线通信的信道环境更复杂，因而不能固定无线通信的电波传播模式
来分析，必须根据移动通信的特点，按照不同的传播环境和地理特征进行分析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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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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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性能指标1.5 信道的加性噪声1.6 建立信道模型的重要意义第2章 基础知识2.1 引言2.2 概率论初步2.3
随机过程的基本知识2.4 线性代数基础第3章 地球表面均匀大气中的电波传播3.1 引言3.2 自由空间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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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建模及其仿真7.1 平坦衰落信道建模7.2 平坦衰落信道仿真7.3 频率选择性衰落信道建模7.4 频率选
择性衰落信道仿真第8章 矢量信道的建模及仿真8.1 建立矢量信道模型的意义及现有模型总结8.2 矢量信
道的统计特性8.3 基于（散射体）几何分布的单反射椭圆模型（GBSBEM）8.4 多输入多输出（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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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波传播的特性是研究移动通信系统首先要遇到问题，称动传播环境的特性不仅是所有移动通信
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更直接关系到工程设计中通信设备的能力、天线高度的确定、通信距离的计算，
以及为实现优质可靠的通信所必须采用的技术措施第一系列统设计问题。并且，对于移动通信系统的
信道环境而言，其信道环境远比固定无线通信的信道环境更复杂，因而不能固定无线通信的电波传播
模式来分析，必须根据移动通信的特点，按照不同的传播环境和地理特征进行分析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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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与光线追踪更强的技术，光线是单向的传播，而无线是上下行双向的，而且要有数据及QOS。
2、附录里的matlab程序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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