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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4g/b4g关键技术及系统》从当前移动通信关键理论与技术出发，介绍了4g/b4g中涉及的从物理层
到网络层的主要关键技术。
《4g/b4g关键技术及系统》主要内容包括当前主要移动通信系统的组网架构及频率规划，4g/b4g中涉及
的数学问题，ofdm及mimo，压缩感知技术，组网技术及资源分配、接入控制、功率控制等资源管理
技术，并对未来绿色无线通信网及其关键技术进行了介绍。
《4g/b4g关键技术及系统》最后结合针对未来无线通信网络的试验系统与试验网，对各项关键技术的
实现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

　　《4g/b4g关键技术及系统》内容丰富，是一本理论、技术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书籍，适合于
从事移动通信相关方向科研与学习的高校师生及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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