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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在通信网络上构建和开发无线及移动业务的详细指南。
主要内容包括：各种系统的移动性管理，无线应用协议（WAP），基于IS-41系统、PACS和GSM的网
络信令，CDPD，漫游规程和国际漫游，运行管理，移动网络的VoIP业务，移动号码便携性，GPRS，
第三代（3G）移动业务，寻呼系统，无线企业网和无线本地环路等。

本书在介绍与讨论各种相关理论、技术与产品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作者的研究成果。
因此，本书不仅适合通信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的管理人员阅读，而且也适合用作大专院校的本
科生与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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