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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线通信和移动通信是通信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分支和组成部分。
随着电磁频谱资源日益紧张和通信需求日益激增，对于现代无线通信系统的信道适应能力和频谱利用
率的需求越发迫切。
　　电磁波的空间开放式传输模式、用户终端和承载业务类型的随机性，导致无线和移动通信信道具
有信道、用户和业务的三维动态特征；同时，通信容量需求和电磁频谱资源间存在供需矛盾，这使得
无线通信链路必须采用先进的通信理论和信号处理技术来提高三维动态信道的适应能力和频率资源的
利用率，这也是无线通信技术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
　　无线通信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关著作和教材较多。
本书以典型的无线通信链路为叙述要点，介绍各项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和物理实质，侧重于无线通信
技术发展路线的总结和技术改进方法的归纳，试图为读者理顺通信技术的演进方法和技术思路，明晰
各项通信技术间的内在关联和资源.增益的分配及权衡。
　　全书共分为9章，以典型无线通信链路的通信过程为主线，分别叙述了数字无线通信链路、信道
编译码技术、直接序列扩频技术、数字基带调制解调技术、数字单载波带通调制解调技术、变换域通
信技术、正交频分复用调制技术、衰落信道适应技术、多输入多输出技术。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各专业教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
，以及通信新技术培训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无线通信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
考用书。
　　本书的编写人员有：孙志国（第1、2、3、5章和第4章部分）、申丽然（第8、9章）、郭佩（第6
、7章）、窦峥（第4章部分）。
全书由孙志国和申丽然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郭黎利教授修订了全书的撰写提纲，并对全书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韩晓艳、李立金和陈晶参与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著作和学术文章，均列于参考文献中，在此谨向
有关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现代通信技术在不断发展，加之作者学识有限、编写时间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当和错误之
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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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现代通信系统/网络为背景，从物理层的技术层面，系统地介绍现代通信系统的关键技术。
其内容包括3个方面：物理信道、基本的物理层适应技术和高级的物理层适应技术。
基本的物理层适应技术主要介绍较为成熟的现代通信技术，包括信道编码技术、数字调制技术、扩频
通信技术、分集接收和均衡技术。
高级的物理层适应技术主要介绍高速率、宽频带多媒体业务和未来移动通信系统中的物理层适应技术
，包括OFDM及其关键技术、MIMO及其关键技术。
    本书可作为通信与信息系统及其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在相关领域内的科
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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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移动通信系统中，解调方式分为差分检测和相干检测。
在差分检测中，信息是由相邻两个符号的差来编码的，可以不需要信道估计，并使系统减低了复杂度
，但相对而言数据传输率较低；在相干检测中，接收端须知信道的信息，因此在接收端首先要进行信
道估计。
　　另外，移动信道属于多径衰落信道，OFDM系统中每个子载波在传输的过程中其幅度和相位都会
随载波频移、相位噪声、定时偏移等因素而变化，在时域和频域引起衰落，产生码问干扰，降低了系
统性能。
因此如何在接收时能检测出这些变化的因素已成为能否准确地解调原信号的关键。
　　信道估计从大的角度可以分为非盲估计和盲估计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半盲估计。
所谓非盲估计，是指在估计阶段首先利用导频来获得导频位置的信道信息，然后为下面获得整个数据
传输阶段的信道信息做好准备；盲估计是指不使用导频信息，通过使用相应信息处理技术获得信道的
估计值。
与传统的非盲信道估计技术相比，盲信道估计技术使得系统的传输效率大大提高，然而由于盲信道估
计算法一般收敛速度较慢，这阻碍了它在实际系统中的应用，正是如此出现了半盲信道估计，它在数
据传输效率和收敛速度之间做一个折中，即采用较少的训练序列来获得信道的信息。
在基于OFDM的新一代无线通信系统中，由于传输速率较高，并且需要使用相干检测（Coherent
Detection）技术获得较高的性能，因此通常使用非盲估计获得较好的估计效果，这样可以更好地跟踪
无线信道的变化、提高接收机性能。
　　基于导频方式的估计包括两种常用方法：基于导频信道的估计和基于导频符号的估计。
基于导频信道的估计是在系统中设置专用导频信道来发送导频信号，IS.9 5就采用了基于导频信道的方
法，由于OFDM系统具有时频二维结构，因此采用导频符号辅助信道估计更加灵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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