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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未来的无线通信系统与现有的移动无线标准相比，不仅应该具有更高的声音质量和更快比特速率
的数据服务，而且必须能在不同类型的环境下可靠工作，如宏蜂窝、微蜂窝和微微蜂窝的环境，城市
、城郊和农村，室内和室外等。
换句话说，即将到来的无线通信系统需要在多样环境中提供更好的质量、更大的覆盖范围、更大的功
率和更高的频谱效率。
　　在传统的移动无线通信中，单人单出（single-input single-output，SISO）通信系统在链接的每一端
只有一个天线。
其基本现象是时变多径衰落，这使得进行可靠的无线传输变得有些困难。
也正是这个现象，使无线传输与光纤、同轴电缆、视线范围内的微波和卫星传输相比，成为一个挑战
。
　　在多径衰落信道中提高质量或降低有效误差率是极其困难的。
在加性高斯白噪声（additiVe white Gatlssian noise）中，用典型的调制和编码方案将比特误码率（bit
error rate）从10降低到10，要求增加1dB或2dB的信噪比；而在多径衰落环境取得同样的结果，要求增
加10dB以上的信噪比。
然而，在下一代通信系统的要求中，已经不允许通过增加发射功率或带宽来改善信噪比。
因此，在没有额外功率或带宽增加的情况下，在移动站和基站有效地对抗或降低衰落效应是至关重要
的。
　　在无线信道中减轻多径衰落最有效的技术是发射功率控制。
如果接收机经历的信道条件为发射机所知，发射机可以预变形信号以便克服在接收机中的信道效应。
然而，这里存在两个基本问题。
其中，主要问题是所要求的发射机动态范围。
发射机要克服某种程度的衰落，必须增加同等量级的发射功率。
由于辐射功率限制、放大器尺寸和成本等因素，这种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实际的。
第二个问题是发射机没有接收机经历信道的任何知识，因此，信道信息不得不从接收机反馈到发射机
，这导致吞吐量降低，并给发射机和接收机增加相当大的复杂性。
　　在大多数散射环境中，天线分集是实际有效，并广泛应用于降低多径衰落效应的技术。
为了增加天线分集，在链接的一端增加天线。
这种分集和天线阵增益的结果是增加信道容量：对于发射分集，有多个发射输出天线和单个接收输入
天线（single-inptlt multiple-output，SIMO）；对于接收分集，有单个发射输出天线和多个接收输入天
线（multiple-inptlt single-Output，M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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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介绍多人多出通信系统的基本理论和重要的发展课题，形成对多入多出通信系统的基本认识
，进而提供实际应用中的理论基础，以及解决理论和技术问题的有效途径。
全书共8章，内容包括：无线通信信道和分集、信息论基础、多人多出系统的信道容量、天线数的优
化、信道相关、空时编码设计准则、空时网格编码、正交空时分组编码。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通信工程领域的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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