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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全国应用型本科电子通信系列实用规划教材：移动通信》内容共分7章。
第1章和第7章介绍了移动通信的主要特点、分类、基本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第2、3、4章是移动通信技术的基础知识。
讨论了移动信道中电波传输特性，分析了移动通信中的噪声、干扰以及抗衰落技术，组网过程中的一
系列技术问题，第5、6两章介绍了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GSM和CDMA 2000-1X系统。
《21世纪全国应用型本科电子通信系列实用规划教材：移动通信》着重讨论移动通信的基础知识、基
本原理、基本技术及其应用，介绍了GSM和CDMA 2000-1X系统。
　　《21世纪全国应用型本科电子通信系列实用规划教材：移动通信》在编写过程中，突出移动通信
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当前广泛应用的典型移动通信系统，充分地反映了当代移动通信发展的最新
技术，注重新技术在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系统设计方法。
在内容的叙述上，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条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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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丛书特点：内容上与时俱进，反映科技发展的现状；注重基本核心内容，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知识结构要求。
适应应用型本科的特点，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相适应，增加生产实践相关的实例（案例），有助
于学生理解，增强就业后的应用能力。
内容表述的结构符合认知规律，适应扩招以后应用型本科的生源水平，符合应用型本科学校的培养方
案，有利于教和学。
系列教材体系完整，包括通信、电子信息专业所有主要课程，理论课与实践课教材统一规划，注重各
个课程知识内容相互之间的衔接。
　　《21世纪全国应用型本科电子通信系列实用规划教材：移动通信》内容共分7章。
第1章和第7章介绍了移动通信的主要特点、分类、基本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第2、3、4章是移动通信技术的基础知识。
讨论了移动信道中电波传输特性，分析了移动通信中的噪声、干扰以及抗衰落技术，组网过程中的一
系列技术问题，第5、6两章介绍了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GSM和CDMA 2000-1X系统。
 《21世纪全国应用型本科电子通信系列实用规划教材：移动通信》可作为高校通信或电子信息专业学
生的移动通信课程教材，也可供各类移动通信专业的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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