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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全新的关于无线宽带技术的完全手册。
本书以非工程化的视角介绍了从无线窄带通信到无线宽带通信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技术特征，可以使读
者大体上掌握无线宽带通信的演进过程、相关系统、技术、标准、法规和应用。
本书的内容涉及无线通信的基本概念，无线接入技术以及蜂窝系统、个人通信系统、GSM、CDPD
、GPRS、EDGE、UMTS的各种实现，无线局域网（包括IEEE 802.11b和HomeRF）及其应用，移动IP
，蓝牙技术，无线本地环路，LMDS/MMDS和3G系统的发展方向。
书中所讨论的内容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图片丰富。
本书不仅提供了无线宽带技术的方方面面，还可以使读者了解这一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各类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均可汲取有益的营养。
    本书并不是一本很详尽的理论与技术方面的专著或教科书，但它不仅适合于通信领域的工程技术人
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阅读，也适合于大学生作为教学参考书，各类相关专业人员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工
作和学习中必备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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