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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GPRS标准规范，结合并参考了国内外大量的最新文献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对GPRS的基本
原理、与GPRS关联的IP技术基础、GPRS所提供的业务、GPRS编号与数据库、网络结构及功能，UM
无线射频及物理链路、媒质接入控制、无线链路控制、逻辑链路控制、子网汇聚层、会话管理和移动
性管理等作了详尽的描述。
全书共分13章，从简到难安排内容，突出实用性，是相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
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学习和了解GPRS技术的参考书，也是理解和研究第三代移动通信（WCDMA）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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