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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了ANSI-41协议如何支持移动通信组网，同时使用示意图对常见的信令过程进行了说明，这
些信令过程的提出可以促进网络实现。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还将对ANSI-41协议与网络中的其他功能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并可获得以下方面的知识：移动通信网络如何通过PSTN完成呼叫；ANSI-41对于模拟和数字接口的支
持；ANSI-41网络与其他网络之间的互操作；操作和协议使用方面的细节；系统间切换和自动漫游功
能；呼叫处理和短信息业务（SMS）功能；鉴权功能，空中（OTA）启动和空中编程功能；无线智能
网（WIN）功能；合法电子监视，无线通信号码可移植性，增强紧急业务等功能。

本书主要读者对象为从事无线通信的系统工程师及软、硬件设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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