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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院电子信息与通信系列规划教材：现代无线与移动通信技术》共11章，全面介绍数字
移动通信的基本理论、关键技术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第1章介绍移动通信的概念和发展概况；第2章介绍移动通信信道的特性；第3章和第4章分别介绍数字
调制、解调技术和扩频技术；第5章和第6章分别介绍抗衰落技术和差错控制编码技术；第7章介绍信源
编码技术；第8章和第9章分别介绍OFMD原理和多用户检测技术；第10章介绍多天线传输技术：智能
天线与MIMO；第11章是现代无线与移动通信系统，介绍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历史、现状、发展前景
和各种宽带无线接入。
　　全书内容丰富，叙述深入浅出，适合于渴望了解现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本科生、研究生及从事移动
通信系统研究与开发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或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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