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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宽带无线接入技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地发展起来，但是一直没有统一的全球性标准。
：IEEE 802．16是为制定无线城域网标准而专门成立的工作组，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宽带无
线接入标准。
为了促进这一目标的达成，WiMAX论坛于2001年4月成立，力争在全球范围推广这一标准。
WiMAX的成立很快得到了设备厂商和运营商的关注，他们积极加入到其中，很好地促进了IEEE 802
．16标准的推广和发展。
　　IEEE802．16标准定义了WMAN（无线城域网）空中接口规范。
这一无线宽带接入标准为无线城域网中的“最后一公里”连接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一环。
目前，对于许多家用及商用客户而言，通过DSL或有线基础的宽带接入仍然不可行；许多客户都在
．DSL服务范围之外或不能得到宽带有线基础设施的支持。
但是依靠无线宽带，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无线宽带部署速度快，扩展能力强，灵活度高，因而能够为那些无法享受到或不满意其有线宽带接入
的客户提供服务。
通过使用可支持大面积城域网接入的IEEE 802．16标准设备，以及随着更多的基站建立起来，无线服
务的部署可快速完成。
　　WiMAX是一项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能提供面向互联网的高速连接。
其基本目标是提供一种在城域网环境下通过有效地互操作的宽带无线接入手段，为整个城市提供无线
宽带接入，承载各种应用。
　　本书系统介绍了WiMAX等无线宽带接入技术，内容涵盖技术标准、关键技术、产业联盟、发展
现状、业务发展前景及未来发展趋势，读者可以全面深刻地领会WiMAX技术及其应用，从而对解决
实际问题有所帮助。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入门要求低：本书介绍了WiMAX最基本的知识，读者只需要有一定的通信及网络知识即可。
　　（2）完整性：本书内容完整，涉及面广，内容涵盖技术标准、关键技术、产业联盟、发展现状
等内容，使读者可以全面深刻地领会WiMAX技术。
　　（3）概括性：本书每章标题及第一段都是对该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对其内容解释尽可能做到准
确、翔实。
　　（4）实用性：本书紧密结合应用，对具体的WiMAX组网及应用场景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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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WiMAX是一种宽带无线城域网技术。
本书以WiMAX技术原理与应用为核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WiMAX技术的基本理论、网络标准和实际
应用的最新成果。
主要内容包括：WiMAX技术主要标准、WiMAX论坛、WiMAX产品的认证测试、WiMAX网络体系结
构、WiMAX物理层技术、WiMAX MAC层技术、WiMAX的QoS机制、WiMAX网络规划与优化
、WiMAX系统组成、WiMAX网络工程实践，以及WiMAX与3G等其他技术的相互关系。
本书同时还详尽介绍了与WiMAX共存的其他技术，如IEEE 802.11n、IEEE 802.20、HSDPA、McWill等
。
每章后留有适量练习题，便于读者进行自测。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计算机、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学参考书使用，同时
也可作为WiMAX技术领域相关人员的培训教材及自学辅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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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本书作者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WIMAX技术研发经验，同时依托北京邮电大学的科研优势，在
书稿内容上一方面以WiMAX技术为核心，全面深入地介绍了WiMAX相关的各个方面。
　　2 本书不仅仅介绍WiMAX技术，围绕着目前与WiMAX技术共存的各项技术，尤其是与WiMAX互
为补充的3G技术和与WiMAX相配合的802.11无线局域网技术，介绍了相关的联合组网技术，这对
于WiMAX技术和相关技术的发展尤为重要，同时也是目前相关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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