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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3GPP和3GPP2的全球标准化技术日益成熟和进一步发展，3G网络逐步在全球开始部署。
本书对3G系统中所采用的无线增强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内容包括：WCDMA增强技术
，CDMA蜂窝系统下行链路性能的增强技术，GSM/EDGE无线接入网，CDMA2000高速率分组数据系
统，CDMA系统信号的峰值-均值此，移动IP以及软件无线电。
    本书读者对象为通信领域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通信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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