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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CDMA原理出发，全面介绍了CDMA移动通信的相关技术，提出了CDMA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工
程的总体思路，其中重点讲解了CDMA网络优化中涉及到的各类参数，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网络
优化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对部分案例作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本书着眼于CDMA网络优化的实用性——从原理到工程实践，内容由浅入深，可供移动通信运营管
理者、CDMA网络优化工程师作技术参考，同时也适合于大专院校移动通信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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