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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目前第二代（2G）和第三代（3G）移动通信系统为背景，总结移动通信中共同的客观规律、
基本理论和核心技术。
从移动通信技术的3项主要技术指标——有效性（数量）、可靠性（质量）和安全性出发，从物理层
、网络层和网络规划层3个层次全面、系统地介绍移动通信原理。
其内容包含4个方面：基本物理层技术（第2-8章），主要介绍较成熟的物理层技术，包括无线传播与
移动信道、多址与扩频、信尖编码、鉴权与加密、调制与信道编码、分集接收与均衡；高级物理层技
术（第9-13章），主要针对高速率、宽频带多媒体业务和未来移动通信中的物理层关键技术：OFDM
、智能天线、多用户检测、空间编码与MIMO，以及链路处适应技术等；网络层技术（第14-15章），
主要包括基础知识、网络结构与组成、网络运行中呼叫、移动性管理和无线资源管理；网络规划层技
术（第14、15章），主要包括网络的规划、设计与优化。
 内容由浅入深、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举，以供不同层次讲授需求。
本书每章后面附有思考题，供读者作习题和自我检查用。
   本书可作为大学信息与通信及相关领域硕士生教材，也可作为大学本科生（主要讲授本书中定性分
析都分内容）教材，还可以作为博士生参考教材（主要以本书中定量分析部分内容和新技术内容）。
对于人事移动通信领域的研究、开发和维护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作为主要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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