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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CDMA移动通信系统的规划、设计与优化。
内容包括CDMA通信的原理、关键技术、网络和信道结构、呼叫流程；无线通信网络、CDMA通信网
络、cdma2000、WCDMA和TD-SCDMA网络的规划与设计；天馈线系统、直放站、室内分布系统、核
心网络的规划与设计；无线通信环境及链路传播模型、链路预算、业务分析与预测、网络规划软件及
系统仿真、通信基站及安装、系统间干扰的分析与测试；CDMA通信网络性能的测试与评估以
及CDMA通信网络的优化等。
　　本书适合于从事电信工作，特别是移动通信网络规划与优化的工程师、从事移动通信工作的工程
技术人员、应用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或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本科生
、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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