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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体系结构，重点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
统TD-SCDMA技术。
与其他介绍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专著不同的是，本书把介绍的重点放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所涉及的信
令体系和实现方法方面。
或者说，本书是从系统的角度来描述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而对其涉及到的诸多算法并不作深入的介
绍。
全书按其自然结构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主要介绍了3GPP定义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网络结构及接
口规范。
下篇（从第6章开始）详细介绍了用户终端设备协议栈的开发流程以及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工具。
希望读者通过对协议栈开发流程的阅读，进一步加深对无线空中接口信令规范的理解。
    本书与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发展紧密结合，从协议栈开发的角度来阐述3GPP规范，因而更容易为读者
所接受。
本书可供从事移动通信系统研究和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为高等院校通信专业的
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教学参考和毕业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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