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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宽带技术——LTE》系统深入地介绍了LTE宽带无线接入技术，涉及LTE的背景需求、网络
架构、物理层设计及信道结构、控制面与用户面协议、参考信号与信道估计、多天线技术、同步与扇
区搜索、随机接入及上行传输过程、调度与链路自适应及HARQ技术、LTE组网技术与干扰协调、无
线资源管理、E-MBMS、LTE射频技术、系统传输与安全、SON技术和LTE的后续演进LTE-A关键技术
特征。
　　　　　《移动宽带技术——LTE》内容丰富，适合移动通信领域的科研、LTE设备设计和开发、网
络运营等相关技术人员和相关大专院校的师生阅读和参考，以及为关注通信技术演进的热心人士提供
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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