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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技术与应用丛书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s：Hardware,Channel &amp; PHY协同通信: 物理层、 信道模型和系统实现 (西)
Mischa Dohler (澳) Yonghui
Li著孙卓赵慧彭岳星译机械工业出版社本书从硬件、信道和物理层设计三个方面来阐述协同通信系统
。
主要涉及了协同通信系统的四个重要领域：其一是对该系统的完整分类，其二是无线信道，其三是物
理层，最后是硬件相关部分。
全书共分为6章，第1章总体介绍系统通信系统，第2章介绍了无线中继和空时信道，第3章介绍了透明
物理层算法，第4章讨论了再生物理层算法，第5章主要讨论了硬件是如何促进和限制协同中继机制的
。
第6章对本书进行了总结，并着重探讨了重要的开放性研究方向以及仍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s: Hardware, Channel &amp; PHY Copyright @2010 John
Wiley &amp; Sons，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amp;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China Machine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amp;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John Wiley &amp; Sons Limit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John Wiley &amp; Sons,
Limited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协同通信>>

作者简介

　　多勒（Mischa Dohler），现任CTTC巴塞罗那资深研究员。
2005年6月到2008年2月期间，担任法国电信研发部门的资深高级研究专家。
在协同通信系统、软件无线电、无线传感器网络等领域开展研究。
2003年9月到2008年2月期间。
担任伦敦国王学院电信研究中心的讲师。
同时，还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伦敦技术网商务委员、IEEE UKRI分部的学生代表、IEEE第8区（欧洲、非
洲、中东以及俄罗斯）的学生活动委员会成员。
他在2003年获得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电信专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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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3年任职于连宇通信，担任LAS-CAMA系统物理层设计方面的项目经理。
从2003年开始，一直供职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信重点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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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概念简介在传统的无线通信系统中，用户与基站之间的相互通信是分别独立完成的。
而协同通信则是通过中继的辅助或其他用户的协同来完成通信的，这就使得该用户的通信链路得以增
强。
这种系统在实现上有很大的自由度，辅助性的中继和协同性的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部署，因此会
存在大量不同的系统架构。
下面将对其中一些典型结构进行介绍。
在此之前，先讨论一下系统中的无线信道和系统可挖掘的增益等问题。
　　1.2.1 信道无线信道是理解协同系统增益的关键。
在第2章中将会对无线信道进行详细讨论，在此我们介绍一下其基本特征。
传输信号在无线信道中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路径损耗。
电磁波传输经过一定的距离后，对在足够大的面积上接收到的场强功率进行求平均计算就能得到与距
离相关的功率损失，即路径损耗，简称路损。
对于特定的环境，路损一般都是以分贝为单位并随着距离的增大而线性降低。
路损效应可以消弱干扰的影响，但同样也使有用信号减弱。
因此，改善路损常常是技术研究中的一个目标。
　　阴影。
在特定距离上某一半径的面积上接收功率会由于物体的随机遮蔽而产生围绕路损的一些波动，这种缓
慢变化称为阴影效应，用来表示因传输距离相同而传播环境不同所导致的大尺度衰落的特征。
阴影一般是随机的，常用以分贝dB形式表示的高斯变量来建模。
阴影是最影响现代通信系统的不利因素之一，因为它不能通过信道编码之类的技术完全避免掉，常常
导致通信链路的不可用（通常被称为中断）。
因此，任何可以改进阴影影响的技术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衰落。
相对于前两者，这里所说的衰落是在路损与阴影上的一种小尺度衰落，通常是由多径传播环境造成的
。
　　如果由于快速移动性导致信道衰落在符号间就发生变化，称为快速衰落，否则称为慢速衰落。
一般情况下快衰信道可以利用合适的信道编码来获得时间分集，而慢衰信道就不能获得时间分集，常
导致链路中断。
如果多径延迟大于符号周期，使得多个符号的副本之间是可以区分开的，则被称为频率选择性信道；
否则，称之为频率平坦信道。
前者可通过合适的信号处理技术来获得频率分集，后者不能提供频率分集，常常会带来链路中断。
提到中断，最糟糕的场景就是慢衰且频率平坦的信道，最好的场景就是快衰且频率选择性的信道。
现代通信系统中信道是慢衰还是快衰，取决于收发设备的移动速度。
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符号周期越来越短，使得典型的信道都是频率选择性的，因而提供了足够的
使用分集的可能性。
而通过技术改善加强分集增益，似乎是不再必要的。
然而，正如1.5.3 节中所述的，分集（可靠性）总是被看做可与信息速率（容量）相互折中，因而需要
对这两方面都尽量同时优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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