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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是当前发展最快、应用最广和最前沿的通信领域之一。
本书共分为七章，主要介绍了移动通信的基本概念，移动通信网网络技术，移动通信的电波传播以及
数字调制技术，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和GPRS、 Cb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以及3G和沫来移
动通信系统。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移动通信”课程教学经验的总结。
在选材上，参考了最新的参考文献，因而在内容上充分反映了当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最新进展。
在讲述上，全面系统，结构严密，概念清晰，理论与工程相结合，可读性强。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以及电子信息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移动通信以及相关专业的工
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需要者可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联系，免费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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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移动通信》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之一，该书根据作者近十年的教学经验，并参考了最新的参考文献，分7个章节，对移动通信、移动
通信网、移动通信的电波传播、数字调制技术、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与GPRS、CDMA数字蜂
窝移动通信系统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该书还另配电子教案。
该书可供各高等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作参考书使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移动通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