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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源于作者及相关研究机构长期从事流星余迹通信理论研究的提炼和总结，对流星余迹通信领
域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比较分析。

全书共分11章，涵盖了以下内容：流星余迹通信基本原理；从数学和物理学的角度给出了流星信道的
传播特性和余迹分布参数，并讨论了相关的传输模式；从通信链路的角度出发给出了系统链路组成和
基本工作方式，讨论了流星余迹通信的性能指标、影响因素、链路计算等；流星信道的建模方法；流
星余迹通信传输关键技术，如调制解调、同步与捕获、信道编译码和差错控制；改善流星余迹信道传
输性能的关键技术，如信道估计与均衡、自适应功率控制、自适应噪声抑制以及分集技术；针对流星
信道的衰落特性，重点讨论了基于自适应码元速率、自适应调制方式、自适应编码效率和自适应扩频
等各类自适应变速率传输的基本原理、实现算法和性能分析；流星余迹通信协议与组网方面的知识，
包括流星余迹信道的通信方式、协议设计、链路控制协议，以及多址接入技术和路由选择技术等；流
星余迹通信专用天线的基本原理及其设计过程；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的组成及其应用实例；流星余迹通
信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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