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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系统中为了保证性能，提高网络质量，LTE（长期演进）技术中采用了一些新的关键技术，
如上行跳频、小区间干扰协调等；对于传统的功率控制、切换和调度等算法，LTE又采用了新的实现
方法和算法。
本书立足于LTE的基本特性，对上述各项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了LTE性能相关的理
论知识和分析思路，如吞吐量、时延和覆盖等。
对于自组织网络（SON）以及LTE-A等内容，本书也进行了简单分析。

　 本书适合从事LTE系统优化、测试、研发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具有LTE基础知识的高校学生进
行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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