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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原理》详细地介绍了移动通信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主要内容有：移动通信的基本理论，包括移动通信的无线传播环境、移动通信系统中的调制技术、抗
衰落技术、蜂窝组网技术；移动通信的应用系统，包括GSM和CDMAIS-95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移动
通信系统；移动通信最新发展，包括LTE和4G系统等。
每章开头有学习指导，结束有习题和思考题 本书力求理论结合实际，在讲述基本理论的同时，更注重
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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