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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3G核心标准之一WCDMA的空中接口技术，内容分为9章，第1章和第2章主要介绍了与
移动通信系统和WCDMA空中接口技术相关的基础知识；第3章到第6章详细阐述了R99下WCDMA空
中接口的架构、信息处理过程以及主要的运作机制；第7章和第8章详细阐述了HSPA的信息处理过程
以及主要的运作机制；第9章简要介绍了HSPA+技术的技术特点。
    本书适合移动通信系统运营、研发、设备制造等从业人员阅读，也适合各类院校作为移动通信课程
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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