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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浅入深地全面介绍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
全书共九章，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基础篇（一至四章），回顾了移动通信以及IP网的基础理论及技术，为读者对以后章节的
阅读和学习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关键技术篇（五至八章），主要介绍了移动互联网的关键技术，包括GPRS的业务及标准
、WAP协议及技术等，这一部分是全书的关键部分。

    第三部分应用篇（第九章），主要介绍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情况和部分厂商的产品。

    本书适合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对移动互联网感兴趣的师生的学习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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