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声数字通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水声数字通信>>

13位ISBN编号：9787502777128

10位ISBN编号：7502777121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海洋

作者：许天增//许鹭芬

页数：276

字数：37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声数字通信>>

前言

　　水声通信涉及国防水声学和民用海洋开发、利用诸多方面，受到各有关海洋国家的高度重视。
　　早期，乃至今日，水声模拟通信都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依此体制组建的水声通信机，存在着通信质量不太可靠等固有的缺点。
为适应随机时一空一频变参、强多途、快起伏、高噪声和严带限的特异水声通信信道，近年来水声数
字通信体制备受重视，并获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某些技术方面的突破。
目前水声通信领域，如水声网络的水下数据通信等，数字通信已逐渐取代了模拟通信体制。
　　原则上说，水声数字通信是无线电数字通信向水下的延伸和发展。
然而，水声通信信道与无线电通信信道存在着许多本质的差异。
水声通信信道的特异性，决定了无线电通信中的一些成熟的技术，以至基本原理，在水声数字通信中
并不适用，或需经修正后才能适用。
因此寻找创新型的水声数字通信信号处理体制，并以此组建高性能的数字通信声呐，就显得特别重要
。
这也是本书论述的基本线索。
　　为了设计适应于水声通信信道实际的信号处理体制，首先必须对水声通信信道声传榆规律及其对
水声数字通信的影响有深入的了解，力求在水声物理理论和信息论的指导下，进行民用背景下的新型
水声数字通信信号处理体制和数字通信声呐组建的探索。
民用通信声呐可以说是军用通信声呐的简化特例，如不必考虑远距离通信、保密通信和高航速下的移
动通信等特殊难题，因此前者的组建将相对容易。
　　本书共有四章一附录。
在第1章绪论的总体引导下，第2章较为深入地阐述与水声通信有关的水声物理基础，并着重地论述水
声通信信道声传播规律：传输损失、多途效应、信号起伏和海洋噪声对水声数字通信的影响及应采取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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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创新的思路，论述了当前备受关注的水声数字通信。
在第1章绪论的总体引导下，第2章阐述水声通信信道中声传播规律，着重地论述这些规律对水声数字
通信的影响币口应采取的对策，作为水声数字通信信号处理体制设计的物理基础。
第3章论述水声数字通信信号处理，概要地回顾了当前水声数字通信信号处理体制及相应的水声数字
通信机，以适配水声通信信道相对于无线电通信信道特异性为线索，结合了当前民用水声通信中需解
决的几个技术关键，提出了创新型的包含Rake接收技术的自适应伪随机调频(APNFM)水声数字通信信
号处理体制，可望在无信道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获得近于多途径传播条件下以最大输出信噪比为准则
的最佳检测。
第4章为水声数字通信设备，论述了著者主持研制的以民用为背景的三种不同体制水声数字通信机：
数字时间相关积累遥控通信机，改进型跳频多媒体水声通信机和创新型APNFM水声通信机。
后者具有组建成普遍适用于民用领域的兼容式数字通信声呐的前景。
本书可供从事水声通信、水声工程以及通信工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者及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本书附有与水声数字通信和探测有关联的超声传感系统，包括混凝土喷射机械手测距测向传感系统
、机器人地形障碍检出传感系统和自动导引车(AGV)导航传感系统有关内容。
此三类新型传感系统具有独立的使用方向，也可推广应用于诸多方面。
本书附录可供从事超声传感应用的科研、教学人员和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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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且一般很难达到其上限。
如要求R=lkbps，通信距离就只能小于以至远小于40km。
　　3.军用水声通信对整机的鲁棒性要求很高，以避免偶然事故的产生。
然而，水声通信由于海洋环境复杂而多变，而水下战及其战场随时随地均可能发生变化，要使通信机
能适应随机时一空一频变的水声通信环境是很困难的。
　　4.军用水声通信机可能应用于高速航行的舰（艇）载移动通信条件，这时通信环境剧烈变化，且
将有大的多普勒频移和高的舰艇自噪声级，通常的水声信号处理方案又无频移适应性，高质量的水声
通信难度加大了。
　　5.军用水声通信有严格的保密要求。
如不能攻克此难点，只好以降低发射声功率及相应的通信距离来换取保密性能的提高。
　　6.军用水声通信可能有多媒体信息的需求，以适应不同的用途。
要求在有限的舰艇空间安装不同通信机（包括不同的换能器一功放组件）一般是不容许的。
因此就存在不同通信媒体以及通信声呐与主动声呐换能器的兼容问题。
　　相对而言，军用水声通信存在的难题，在民用水声通信方面就没那样突出，因为此类通信机通常
可在较近的距离上互通信息，完成通信的时间也有很大的灵活性，即对通信距离和速率的兼顾要求较
低。
此类水声通信或可选择良好的海区和季节进行，而且通常属定点通信或低航速下移动通信，通信环境
相对稳定，多普勒频移校正负担较轻，噪声级也较低。
此类通信机无保密要求，只要能耗、体积和重量上许可，就可使整机在高信噪比背景下进行信息检测
，而且可生产不同规格、不同用途的水声通信机以供用户选购，一般也不必考虑复杂的兼容问题。
　　当然，军用水声通信与民用水声通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的。
民用水声通信的通信距离如能更远些，将更广泛地适应于实际的要求。
对于图像通信等信息量很大的通信媒体，要求的通信速率就很高，一样存在通信距离与通信速率相互
矛盾的状态。
譬如，我们科研组研制的浅海图像通信，速率虽已达8 kbps，但对于一帧320×200（像素）×16（灰度
级）的简单黑白图像，传输的时间仍然需32 s，而根据（1.1.1）式，高鲁棒性的通信距离只能在5 km以
下。
在海洋开发、利用的海区，可能有恶劣的通信环境而无法避开，也需要水声通信机有优良的信道适应
性。
在海面指挥船与深潜器等的综合通信场合，也属移动通信范畴，并需多媒体通信及存在多媒体兼容的
问题。
此外，民用水声通信机可能有积体、重量、能耗和成本等方面的特殊要求，特别是民用水声通信机使
用单位，一般不能提供水声通信信道有关参数。
因此，此类通信机必须能在无信道先验知识条件下实现自适应的信道匹配，也给这类水声通信机的设
计带来特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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