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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移动通信接收机设计理论与实现》系统介绍了移动通信系统接收机设计理论与实现算法。
全书共分9章，第1章介绍移动通信中与算法设计相关的技术；第2～6章给出了移动通信系统接收机算
法关键技术的设计与实现，包括同步、信道估计、编泽码等，重点研究我国提出的td-scdma系统的接
收机算法的设计与实现；第7章基于我们的授权专利，首次提出了多模终端gsm／td-scdam／tdlte系统
间的定时转换设计与实现方案；第8、9章讨论了td-lte系统的同步、信道估计及均衡设计与实现算法。

　　《移动通信接收机设计理论与实现》可供从事移动通信系统研究和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科研人
员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通信：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教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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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时间分集。
　　时间分集是指以超过信道相干时间的时间间隔重复发送信号，以便让再次收到的信号具有独立的
衰落环境，从而产生分集效果。
目前，时间分集技术已经大量地用于扩频CDMA的RAKE接收机，由多个信道提供传输冗余信息。
　　（4）极化分集。
　　极化分集利用空中的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路径不相关这一特性。
由于在传输中进行了多次反射，使得信号在不同的极化方向上是不相关的。
将极化天线用于多径环境中，当传输路径中有障碍物时，极化分集可以惊人地减少多径时延扩展，而
不会明显地降低功率。
　　在移动无线通信中，分集合并的方案是在几个信道上同时传输或者选择分集合并传输，以降低在
接收端上过量的深衰落概率。
在宏观分集中，选用分集合并是有效的。
这样，可以减少长时限衰落。
选择性分集合并是在两个或者多个信号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对信号进行合并。
对于短时限的微观分集，原则是通过分集方案获得相等平均功率的大量信号，其相应的分集合并方法
包括选择性合并、最大比值合并和等增益合并。
这些线性分集合并方法包含了多个接收信号简单的加权线性和。
　　为了便于移动站的使用，在移动通信中，特别是手持终端（如手机等），移动站的天线通常采用
全向天线。
移动站接收来自各个方向的电磁波，并向各个方向发射电磁波，电波传播路径变得复杂和多途径。
通过不同路径到达接收天线的信号，由于路径不同造成传播时延的不同，各信号在接收天线处的相位
不同。
相同相位的信号互相叠加，使得信号得以加强，而相反相位的信号互相叠加，使得信号相互抵消。
这种接收信号无规律的强弱起伏就是电波传播中的衰落效应。
对抗衰落效应的措施之一就是信号的分集接收，如频率分集、空间分集、时间分集、极化分集、多径
分集和其他各种隐分集技术。
其中的多径分集在CDMA系统中的实现方法就是RAKE接收机技术。
由于在CDMA系统中，信号的检测是通过检测本地样本信号与接收信号之间相关性的方式进行的，只
要不同路径信号之间的传播时延差大于码片宽度，就能通过信号相关性检测把它们分辨出来加以收集
利用，RAKE接收机就是针对这一基本原理设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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