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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是一本专门介绍铁路gsm-r无线网络
规划与优化的书籍，系统深入地阐述了gsm-r无线网络规划和优化的原理和方法，并给出了详尽的案例
分析。
全书分8章，主要介绍了gsm-r无线接口的基础知识，阐述了gsm-r无线网络规划和优化方法，并根据应
用发展的需要介绍了gprs无线网络优化和系统中直放站的维护与优化方法。
本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全面地论述了gsm-r无线网络规划和优化的思想和方法。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可作为从事铁路gsm-r网络规划、维
护运营和优化的丁程技术人员及有关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或自学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
本科生、研究生学习gsm—r技术和知识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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