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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专门介绍GSM移动通信系统的网络优化，内容包括GSM基本原理、网络优化基本概念、相关的天
线和电波传播知识、GSM网络规划技术与话务理论、覆盖优化、蜂窝移动网的干扰分析、无线性能与
控制参数、切换性能优化、频谱资源分配策略、工程优化技术、数据采集与分析、双频网优化、GPRS
网络规划与优化、交换网优化等。

    本书可供从事移动通信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从事GSM网络规划、维护、优化的人员以及大
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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