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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12章，可分为三个部分。
前3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讲述无线信道的特征、电波传播的预测方法、以及OFDM的基本原理，该部分
是全书的基础。
第4、5章为第二部分，主要讲述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相关技术。
考虑到地面数字电视系统的信源编码、复用、数据广播、条件接收等技术与有线和卫星数字电视系统
完全一致，本书只讲述了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特有的技术，包括传输技术、组网技术、覆盖网络规
划等。
第6章到第12章为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我国CMMB系统的相关技术。
其中第6章介绍CMMB采用的传输技术，第7章介绍复用技术，第8、9章分别介绍电子业务指南和紧急
广播，第10、11章分别介绍数据广播和条件接收，第12章介绍CMMB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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