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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探讨B3G/4G移动通信系统的无线传输技术（RTT），特别强调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雄厚
基础的LAS技术、TDD技术和VENO技术，并侧重与TDD模式相关的物理层技术，主要包括：TDD模
式及相关的Pre-RAKE和JT技术、OFDM技术、智能天线（SA）、空时处理（STP）、MIMO技术
、AMC技术、HARQ技术、无线资源管理、LAS-CDMA、定位技术等部分。
本书系统性强，注重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不仅包括最新的理论原理，还有具体的性能分析和仿真
结果。
    本书适用对象为无线通信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也可作为无线通信工程师了解和
学习移动通信新技术的参考读物，还可选为研究生一学期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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