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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本书译自法国HERMES科学出版社“Reseaux GSM”一书的第五版。
本书系统描述了GSM 900和DCS 1800移动通信网，介绍了国际上移动通信的最新成果及其在实际中的
应用。
全书共分15章，包括网络结构、信令网、无线传播与界面、网络及无线资源管理、网络接入协议、数
据服务、通用分组无线服务GPRS和新型标准空中接口EDGE。
 本书适合从事移动通信工程设计的技术人员、网络运行维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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