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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LTE及LTE-Advanced标准最新进展情况，并阐述了LTE层2/3的无线协议
、LTE-Advanced的新技术特征；系统阐述了设计原则及3GPP标准定义的LTE无线协议的功能，也提供
了移动网络与移动终端之间互操作的基本知识。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无线协议（Idle模式过程、RRC
、PDCP、PLC、MAC等）和LTE-Advanced新技术特征（VoLTE、HeNB、PWS、MBMS、CA、Relay
、MDT、eICIC、MTC）等。本书是一部紧跟通信技术前沿研究的专业性著作，主要适于移动通信领
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以作为通信工程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
的专业性新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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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水准，，翻译的人不是专业的或者至少没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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