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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通信产业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发展。
在移动通信领域，由于移动通信相关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移动通信各类业务的广泛应用，移动通信整体
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对于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
　　目前，移动通信领域的相关企业，包括移动通信运营企业和移动设备设计制造企业，迫切要求本
专业的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既要掌握移动通信基础理论，同时又熟悉相关设备，并熟练掌握实际应用
的能力。
为此，许多高职高专院校相继开设了通信工程、移动通信、通信网络等专业，且招生规模呈现不断扩
大的趋势。
但是，对于高职高专院校来说，移动通信等相关课程是一门新兴的课程，许多学校不得不用本科教材
代替，而本科教材理论偏深偏难，很多高职学生难以接受。
为此，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和高职学生的特点，结合多年来的实践教学经验，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将移动通信技术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从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基本组成、基本技术到设
备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全面介绍，力求反映最新的移动通信技术，使广大师生和读者通过本书的学习，
了解通信技术与设备的基本概念和运行机制，提高专业实践综合应用能力，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为
今后的工作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全书共11章，主要内容包括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移动通信的主要技术、移动通信的网络结构、
移动通信的电波传播与干扰、GSM移动通信系统、CDMA移动通信系统、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
）、小灵通（PAS）系统、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基站（：BS）设备与管理和终端设备。
　　本书紧密结合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突出通用性和实用性，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编写中本着“够用、必需”的精神，省略了繁锁的理论推导，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内容编排力求
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对移动通信领域中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设备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并配以丰
富的图表和图片，以利于学生形象地掌握最基本的原理。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类、电子信息类专业移动通信相关课程的教材。
　　本书由解相吾主编，解相吾、吴涛、解文博、刘杰共同编写。
其中吴涛编写第8、9章，解文博编写第11章，刘杰编写第7章，解相吾编写了其他章节。
参与本书资料收集和文字校正的有徐小英、陆华春、李安、关天军、陈炯光、陈杰辉、王永豪等，编
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和经验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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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实际应用出发，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移动通信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相关设备的基本原理。
全书共11章，主要内容包括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移动通信的主要技术、移动通信的网络结构、移动
通信的电波传播与干扰、GSM移动通信系统、CDMA移动通信系统、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小灵
通(PAS)系统和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最后介绍了基站(BS)设备及其管理和终端设备等。
　　本书概念清晰，层次清楚，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既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类、电子信息类专业移
动通信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普通高校独立学院相关课程的教学用书。
此外，本书也可作为通信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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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移动通信技术与设备》紧密结合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突出通用性和实用性，注重实践能力的
培养。
在编写中本着“够用、必需”的精神，省略了繁锁的理论推导，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内容编排力求
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对移动通信领域中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设备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配以丰富的
图表和图片，以利于学生形象地掌握最基本的原理，是一部体系新颖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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