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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无线通信原理与应用》

前言

　　未来无线通信系统将朝宽带化、异构化、自组织化、移动化、全IP化及个性化等方向发展。为了
满足下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标准(IMT-Advanced)的高传输速率和高频带时宽覆盖范围的需求，业界将协
同通信技术视为未来移动通信系统的关键特征之一。协同通信在目前的无线通信系统中有多种应用，
包括协同MIMO、多用户协同等。考虑到移动终端只配置1到2根天线，为了保证天线数受限的终端用
户也能获得MIMO增益，提出了协同MIMO的概念。这是一种通过虚拟天线阵列使得用户能够获得空
间分集的协作技术，目的是获得协同分集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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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协同无线通信原理与应用》系统深入地介绍了无线协同通信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基本原理、通
信机制、关键算法、实际应用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具体内容包括协同通信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背景、
研究现状、协同通信相关的信息理论基础、协同通信信息容量、协同信道编码和协同空时编码、协同
网络编码、MIMO协同分集复用自适应、协同多天线、协同中继分集复用自适应、多用户协同、协同
资源分配、协同功率分配、协同中继选择、基于协同的异构无线网络融合、异构协同基本原理和关键
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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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下一代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先进理论　　随着因特网及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希望
无线通信系统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业务，例如因特网接人、图像传送、视频点播、数据互传、实时电
视节目等数据或多媒体业务。对于运营商来说，则更希望下一代的通信系统能够更易于加载各类新业
务及融合新技术，而无需频繁地进行系统结构和设备的变动，这些需求开始使得无线通信模式发生前
所未有的变化。　　在2005年10月18日结束的ITU．R WP8F的第17次会议上，国际电信联盟（ITU）给
了后三代移动通信系统（B3G）技术一个正式的名称IMT．Advanced。国际电信联盟的定义如下：IMT
．2000技术和IMT．Advanced技术拥有一个共同的前缀——“IMT”，表示国际移动通信；当前的宽
带码分多址（WCDMA）、高速下行分组接人（HSDPA）等技术统称为IMT-2000技术；未来新的空中
接口技术，叫做IMT—Advanced技术。预计于2010年前后开始商用，2015年开始大规模部署。　　虽
然3G及其增强和演进通信系统可以比现有2G移动通信系统的数据传输速率快上千倍，但是仍无法满足
未来多媒体的通信需求，83G移动通信系统的提出希望能满足更大的数据传输速率需求。按照ITU
对IMT．Advanced的定义，当用户处于静止或者低速移动时，IMT—Advanced应当能够支持lGbit／s的
数据业务速率；当用户处于高速移动状态时，IMT—Advanced应当能够支持100Mbit／s的数据业务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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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内容源于作者在协同通信理论方面多年学习和研究积累，全面深入介绍了协同通信的历史背
景、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先进算法、实际应用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全书共分14章，具体内容包括
协同信息理论基础、协同无线信道容量、MIMO技术协同分集复用理论、协同中继分集复用自适应、
协同无线资源分配、基于协同机理的异构无线网络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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