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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GPRS的原理及网络优化角度出发，首先通过对GPRS移动通信系统概述、优化流程、相关
接口和协议、无线接口理论的介绍使得读者对GPRS网络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随后通过对GPRS的信令处理和数据传输过程的详细介绍，使得读者对移动台和网络之间的信令处理和
数据传输过程有了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这一部分是GPRS网络优化所必备的理论知识；最后较为详
细地阐述了有关网络优化实践操作的相关知识，包括常用参数的优化调整、GPRS初期的网络规划以及
典型网络故障的处理，这一部分是GPRS网络优化理论的应用与实践，可以使读者在处理各种疑难的网
络故障时找到入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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