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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目前电信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紧密结合无线市话(如PHS，俗称小灵通)技术的最新发展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种基于PHS的电信基础业务、高速数据业务以及增值业务的原理和实现方案。
　　本书分为10章，主要内容包括：PHS业务与应用概述、PHS的网络结构、PHS智能网业务、PHS短
消息业务、PHS高速数据业务、PHS终端上网业务、PHS彩铃业务、PHS统一消息业务和PHS定位业务
等。
本书详细地阐述了每一种业务的业务特征、涉及到的功能组件、工作原理、业务流程以及具体的实现
方案。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还就当前的热点问题--如何实现PHS与3G的业务融合作了理性的分析。
　　本书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实际，对每一种业务，既有完整的理论描述，又有具体的业务实例或实现
方案，同时力图反映出当前PHS技术的一些最新发展。
书中内容翔实丰富、深入浅出。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和网络建设单位的工程师，也可以供电信类专业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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