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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核心技术——CDMA技术，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它因有着通信质量好
、速率快、带宽大、辐射小等优点而得到广泛应用。
《CDMA网络技术》系统地阐述了CDMA技术的基本原理、关键设计技术、网络结构以及广泛的应用
，同时，也预见了当代数字移动通信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全书共10章，从CDMA数字移动通信技术基础、CDMA系统的结构、多址技术和扩频技术等基础部分
讲起，再到CDMA通信的编码序列及同步、CDMA通信的传播环境，以及CDMA技术的应用、CDMA
系统性能及应用、CDMA系统的主要设备及性能指标，最后介绍未来CDMA通信的发展。
全书由基础入手，重点介绍几个关键技术，同时拓展了CDMA的应用部分，让读者全面了解CDMA技
术的各个方面。
 　　《CDMA网络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通信专业和有关专业高年级本科教材，也可作为通信工
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学习和工作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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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CDMA网络技术》介绍了CDMA移动系统的一些基本原理、概念和基本的系统结构、多址技术
和扩频技术，以及传播和信道分析等CDMA基础。
并从工程及科研需要的角度出发，用较大篇幅介绍了CDMA技术的基本应用，着重介绍了一些CDMA
的硬件设备。
全书由基础入手，重点介绍几个关键技术，同时拓展了CDMA的应用部分，让读者全面了解CDMA技
术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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