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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现代移动通信的墓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当前已得到广泛应用和将要被应用的典型移
动通信系统，较充分反映了移动通信发展的新技术。
　　全书共十章，内容包括：概论、蜂窝的概念、移动无线信号环境与传播、移动无线通信的调制技
术、均衡和分集技术、信道编码与交织技术、语音编码技术、多址技术、移动无线通信系统和标准、
移动通信的未来。
每章后附有习题。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高年级的教科书，也可作为移
动通信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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