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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享有盛誉的移动通信专家William C.Y.Lee(李建业)在他1982年出版的《移动通信工程》一书基础
上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编写成的，是一部很有影响的移动通信新著。
　　全书分3个部分，共18章。
第1、2章讲述移动通信信号环境和统计通信理论；第3、4章描述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路径损耗；第5章
介绍了系统RF设计对传播的影响；第6、7章讲述接收信号的包络和相位特性；第8章至第12章分别介
绍调制、分集、合并、信号处理和干扰等技术；第13、14章分别讲述信号差错和话音性能的分析与系
统性能；第15章介绍多址方案；第16章阐明了几个敏感课题概念；第17章提出了几个新概念；第18章
介绍了军事移动通信。
?　　本书对从事移动通信的领导、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都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也可
作为教科书和教学辅导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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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William C.Y.Lee（李建业）是在Walnut Creek和California的Airtouch通信公司从事应用研究的副总裁和首
席科学家。
李建业博士是移动通信领域中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也是由Mc-Graw-Hill出版发行的最畅销的Mobile
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移动蜂窝通信》）一书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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