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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移动通信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以及当前广泛应用的典型的移动通信系
统(GSM、IS-95)，对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要标准(WCDMA、CDMA 2000、TD-SCDMA、WiMAX)做了
较为全面的介绍，最后介绍了移动通信的最新技术。
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代数字移动通信的理论和技术。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通信工程、电子工程、信息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教材，也可
作为通信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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