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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高速多媒体无线通信的原理和主要的应用，包括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
了方向。
本书内容涵盖了UWB无线通信系统、3G和4G移动通信网络。
书中还讨论了UWB中的重叠（干扰）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给出了不同的无线宽带接入形式，并论
证了对于高速的传输OFDM不是最好的无线接入技术。
对于未来的无线通信系统，本书也提出了一种新的空时频MIMO结构，并详细讨论了其他几个主题，
如HARQ、高级信道编码和调制以及发送分集等。
    本书内容既包含了应用技术的基础理论，也包括了核心应用中的最新进展。
对于电子、通信和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在无线通信行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技术管理人员
，本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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