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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现代移动通信技术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内容丰富且新颖，涵盖了当今移动通信所涉及的基本知
识、基本原理和相关技术。
全书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无线通信基础知识，移动通信概论，移动通信信道与天线，移动通信
的噪声与干扰，移动通信组网技术，GsM／GPRS／EDGE／CDMA移动通信系统和第三代移动通信系
统等。
    本书内容翔实、条理清晰、安排灵活，并配有立体图和实例，突出应用和工程实践，可作为应用型
本科和高职高专通信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移动通信技术
与工程的技术人员的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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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移动通信基础篇　　第1章　无线通信基础知识　　1.1 无线通信及其相关知识　　1.1.1 无
线通信的发展史及无线通信的概念　　1.无线通信的发展史　　无线通信起步要比有线通信稍晚。
麦克斯韦（J.C.Maxwell）于1861年从理论上预言了大气中存在着电磁波之后，大约经过了27年，赫兹
（H.R.Hertz）通过火花放电初次成功地发现了电磁波，用实验方法证明了麦克斯韦理论（1888年）。
1894年，意大利的马可尼（G.Marconi）和俄国的波波夫同时发明了无线电。
马可尼利用赫兹的火花振荡器作为发射器，通过电键的开闭产生电磁波信号。
l895年他发射的信号可远达1km以上。
1897年，他用莫尔斯码从船上与岸边通信，在穿越大西洋的船上安装无线电系统。
这些无线电系统首先被用于给附近的其他船只或岸边的站传送灾难信号，它甚至安装到了著名的豪华
邮轮泰坦尼克号上。
从此，无线电通信的时代开始了。
　　无线电发展的第二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1933年阿姆斯特朗（E.H.Armstrong）发明了频率调制（FM
）。
FM无线电是第一个克服含有噪声、恶劣无线信道的信号处理例子。
这样一来，许多其他的无线电装置随之产生（如电视、军用无线电、雷达等）。
但是，最重要、最理想的里程碑出现于1949年发表的著名的“通信的数学理论”，香农预言了信号通
过信道传输的最佳方式是数字通信，而非模拟通信。
　　特别是现代蜂窝电话的出现，应该说是无线电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从20世纪80年代的模拟蜂窝通信，到现在的第二代蜂窝电话网络，香农预见的思想和数字信息传输已
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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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应用型通信技术系列教材：移动通信技术》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基础篇，下篇是系
统篇。
在基础篇中，考虑到学生学习的特点，先描述移动通信系统所涉及的无线通信基础知识，这部分内容
是学习移动通信的基础。
在第1章末对本教材内容进行导读，以使读者对整个教材有初步的了解。
为了认识和理解移动通信，从系统模型出发，第2章先给出通用的移动通信系统的模型及各部分的作
用，然后介绍移动通信系统涉及的如无线电波传播、天线等无线信道，移动通信的干扰与噪声及移动
通信组网技术等内容，从而建立移动通信系统全面而广泛的认识基础。
接下来进入系统篇，介绍当今流行的GSM移动通信系统、GPRS移动通信系统、CDMA移动通信系统
等典型的移动通信系统。
最后介绍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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