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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几年，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通信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信息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主导产业。
而如何利用有限的频谱资源实现宽带移动多媒体业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对无
线通信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多天线技术能够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在不增加系统带宽和天线总发射功率的情况下，有效对抗无线信
道衰落的影响，提高通信系统的频谱利用率，是近几年来无线通信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本书是作者所在课题组多年科研、教学成果的系统总结，采用统一的观点，全面地介绍了宽带无
线通信系统中的空时编码设计方法、基本性质及性能分析。
本书不但详细介绍了平坦衰落信道、频率选择性信道和时间选择性信道下的空时编码技术，还详细介
绍了复数域编码传输、球形解码、闭环空时编码和多用户多天线系统等内容。
本书着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大量图表和例子，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基本原理。
　　本书以无线通信领域科研人员为对象，要求读者具有矩阵论、随机过程和通信原理的基本知识。
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通信等专业研究生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
。
　　本书由王钢组织翻译，参加本书翻译和初校工作的人员还有邓建民、魏洪涛、李晓、张小军、阎
伟、尹家军、王国栋、王铁成、王瑞松、刘岱、孙向东、侯萍、李冬、王晓峰、李艳林等，机械工业
出版社的朱林编辑为本书的后期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对所有为本书出版提供帮助的人士
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书的新颖性和译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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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宽带无线移动信道下的空时编码设计方法、基本性质及性能分析，还详细讲述了复数
域编码传输、球形译码、闭环空时编码和多用户多天线系统等内容。
本书内容覆盖面广泛，叙述方式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从而使得读者能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原理、
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
    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通信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
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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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前沿著作展示了宽带无线移动信道上采用空时（ST）编码多天线系统目前的发展现状，包括
对最新研究发现的分析，特别是作者们聚焦于物理层上空时编码系统的算法及其性能分析。
　　这本著作是对以前出版的涵盖空时编码多天线系统著作的一个补充，并且具有几个独到之处的特
征：　　系统地涵盖了支持下一代宽带多媒体服务的一项最有希望的技术；　　在空时编码设计方面
统一并且全面展示了所有最新的成果；　　宽带无线移动链路中遇到的频率选择性、时间选择性以及
双选择性MIMO信道的完整空时编码，以及平坦衰落MIMO信道的空时编码，详细介绍了它们的设计
过程；　　对于复数域编码传输、球形解码算法和闭环空时编码系统，在有色干扰存在时处理方法，
以及多用户、多天线系统这些方面的最新进展；　　由这些最新技术引发的新算法和技术的开发及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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