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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多天线系统中的空时码技术的专著。
首先，介绍了多天线系统的容量，空时码的设计准则，空间分集与频分复用之间的最佳平衡点等基本
理论；其次，介绍了正交与拟正交空时码，对角与完备空时码，酉空时码和差分空时码等多种空时码
；最后，通过附录给出了主要定理的证明。
通过本书，读者将可以掌握各种线性（块状）空时码的构造原理及构造方法。

本书适用于电子工程、通信工程专业高校教师和高年级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参考，同时也可
供从事电子、通信?计算机及相关产业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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