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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6个部分，最后还附有包含大量无线宽带网络、3G和LMDS以及无线因特网的术语表。本书提
供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让读者学习无线宽带网络所需的知识以及掌握有关许多主题（这些主题与高
速、高性能的无线宽带网络系统的计划、设计和实现有关）的信息。本书深入概述了最新的无线宽带
技术和正在形成的全球标准，它论述了需要做的幕后工作，如开发无线宽带技术计划，并讲述了如何
为各种组织和教育机构开发无线宽带计划。更重要的是，本书讲述了如何安装无线宽带系统及用来测
试该系统的技术和系统性能的鉴定。本书还讲述了在系统维护中使用的许多常用无线宽带设备以及维
护问题。本书以对未来计划、标准开发和无线宽带行业的讨论作为结尾。
   本书主要读者对象为网络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和从事无线宽带网络的设计、实现和维护
人员，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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