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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TD-SCDMA无线网络规划设计与优化的内容。
全书共分为9章，主要介绍了TD-SCDMA技术标准的基础知识、产业发展以及当前TD-SCDMA设备厂
家的主要无线网络设备，重点论述了TD-SCDMA无线网络规划和工程设计，包括链路预算、容量估算
、站址选择、覆盖预测、网络仿真、小区参数规划和设备工程安装设计等，并对一些增强覆盖技术和
应用场合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特殊区域的覆盖和室内分布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时介绍
了TD-SCDMA无线网络优化的内容和方法，探讨了TD-SCDMA与其他移动通信系统的网络共享和站址
共享。
　　本书内容丰富翔实，论述深入浅出，针对性强，既有无线网络规划设计和优化理论与方法的系统
论述，又有大量实际案例的详细分析，在技术研究和工程实践上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从事无线网络工作的工程管理人员、规划设计人员和设备研发人员学习，也可供大专院校通
信专业的师生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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