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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超宽带（UWB）是一种短距离高速无线通信技术。
它能通过组建高速无线个人局域网（WPAN），使无线局域网和个人局域网以无线的互联接入成为可
能。
与现有的无线通信技术相比，它具有对信号衰落不敏感、发射信号功率谱密度低、安全性高、系统复
杂度低及定位精度高等特点，可应用于无线多媒体家域网、个域网、雷达定位和成像系统、智能交通
系统、公安、救援、医疗、测试等多个领域。
2006年，国际电信联盟第一研究组（ITU StudyGroup ）宣布，uWB成为“全球性监管标准”。
目前，UWB技术已成为短距离高速无线通信领域的研究热点。
　　2002年，IEEE 802.15.3a工作组成立，旨在为UwB制定出高速物理层标准，上层协议由wiMedia联盟
负责。
2003年，uwB物理层标准形成两大方案联盟，即传统的脉冲无线电方案（IR-UWB）联盟和多频带正交
频分复用（MB—OFDM UwB）方案联盟。
2005年，WiMedia联盟和MB-OFDM联盟合并，建议欧洲的组织Ecma International的成员采用
其MB-OFDM标准作为消费产品中使用的uwB全球标准，并将标准提交ISO／IECJTCl快速通过。
其中，Freescaile等倡导的是IR—UWB方案，而WiMedia联盟成员包括惠普、英特尔、微软、诺基亚、
飞利浦、三星、爱立信、索尼等254个成员。
这说明UwB技术得到全球业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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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宽带(UWB)原理与干扰》采用最新的资料、技术标准和研究成果，介绍了超宽带原理及其干
扰，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对超宽带技术及其所使用的信道、天线及标准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将
超宽带基带标准的内容从原理角度归结为信号波形、调制方法及接收方法三个方面；第三部分结合最
新研究成果，对超宽带系统干扰问题、抗干扰技术及认知超宽带无线电进行介绍。
《超宽带(UWB)原理与干扰》可作为高等学校通信工程专业课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以供相关专业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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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1　冲激无线电　　冲激无线电是指采用冲激脉冲（超短脉冲）作为信息载体的无线电技术。
这种脉冲传输技术的特点是：采用纳秒或亚纳秒级脉冲承载信息，具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和很强的抗
多径性能，并可获得非常宽的带宽来传输数据。
脉冲频谱范围从直流至GHz，不需常规窄带调制所需的RF频率变换，脉冲成型后可直接送至天线发射
。
频谱形状可通过甚窄持续单脉冲形状和天线负载特征来调整。
作为一种微功率设备，冲激无线电对功率的有效性具有较高要求。
一般采用跳时与脉冲位置结合（TH－PPM）方案或直扩与二进制相移键控调制结合（Ds—BPSK）方
案。
在数据高速传输的情况下，DS—BPSK方式更具优势，所以现今多用DS.BPSK方式。
它采用单／双频带方式或窄脉冲方式，多个传输任务可共享整个频带的频率。
冲激无线电是UWB最早的实现方式，发展相对较为成熟。
　　1.2.2　MB－OFDM UWB　　MB-OFDM uWB是把分配给uwB系统的7.5 GHz频带划分成多个子频
带，子频带可以是几个较大的频带，也可以是多个较小的频带。
在uwB频谱范围内选择多个频点作为中心频率设定子频带，可以有效提高频带利用率。
中心频率的选择可以通过一个伪载波振荡器来实现，振荡波的轮廓限定了脉冲波形。
　　这种多频带调制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利用FCC定义的7.5 GHz带宽，因为恰当地选择多频带带宽
可以确保完全利用整个频带；另一方面对于各个子频带可以分别处理，增加了UWB系统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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