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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IMO和OFDM技术是B3G（LTE、LTE-A、4G）的关键物理层技术，该书详细介绍了该领域的概念和
理论，并通过MATLAB程序进行仿真和验证。
该书共分13章，分别为：无线信道：传播与衰落，SISO信道模型，MIMO信道模型，OFDM介绍
，OFDM同步技术，信道估计，PAPR（峰均比）减小技术，小区间干扰消除技术，MIMO：信道容量
，天线分集和空时编码技术，空分复用MIMO系统的信号检测，在发射端利用信道状态信息，多用
户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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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3GPP—LTE系统中，作为下行同步的第一步，MS使用PSS估计符号定时和CF0
，PSS的周期为5ms，在一帧中传输两次。
PSS也可以用于检测物理层小区识别码。
作为下行同步的第二步，SSS用于检测物理层小区ID组和帧定时。
如图5.23所示，将S—SCHI中的SSSI和S—SCH2中的SSS2组合，可以确定物理层小区ID组。
 5.7.2上行同步 正如在5.7.1节中讨论的，在下行传输中，MS以一种开环控制机制实现与BS的同步。
一旦下行同步完成，MS就会收到来自BS的信号，而该信号经历了BS与MS之间的传播时延。
由于传播速度为3.33μs/km，距离BS3 km的MS将在1.67μs之后收到BS发射的信号。
对于在下行和上行间不发生任何交互的广播系统，如此小的传播延迟不会引起任何的性能下降。
然而，与下行同步不同的是，对于蜂窝系统，上行同步需要在一种闭环控制机制下进行。
由于MS不能估计下行前导的传播时延，所以MS向BS发送一个随机接入前导。
一旦接收到接入前导，BS就可以通过使用5.3.2节中讨论的方法估计出往返的传播时延。
然后，BS向MS返回一个测距响应，指出定时提前（TA）量。
 在OFDMA系统中，多个MS可能会同时发射上行突发数据。
由BS的调度器为每一个用户的突发分配不同的频带（资源单元）。
尽管是以一种正交的方式分配资源，但是如果从MS发射的突发没有同时到达BS，那么用户的信号间就
失去了正交性，因此可能会发生MAI。
图5.24显示了由于不同用户与基站问的距离不同，导致MS的数据定时没有对齐。
一旦发生MAI，将很难还原发射的数据，这会导致性能的显著下降。
因此，在OFDMA系统中，BS需要向每个MS返回一个相应的TA值。
在上行同步的初始阶段，MS并不能获得TA值。
BS为了能够检测随机接入前导，初始测距前导的长度应该比一个OFDM符号的持续时间长。
为了增大小区的覆盖范围，应该增加初始测距的前导长度。
如图5.25所示，在移动WiMAX系统中，将两个重复的OFDM符号用做初始测距前导。
在3GPP—LTE系统中，采用几种不同格式的随机接入前导来支持不同范围的小区覆盖。
 图5.26给出了在OFDM蜂窝系统中使用初始测距符号获得上行定时捕获的过程。
当MS从睡眠模式醒来或者执行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的切换时，MS需要通过下行前导获得下行同
步。
一旦下行同步完成，MS就从BS接收传播时延为fD的发射信号。
MS还会接收来自BS的广播控制信道，从而获得小区和特定的系统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传输带宽、发射天线的端口个数、循环前缀的长度和随机接入特定的参数。
MS考虑资源的可利用性，以及哪些资源（时间、频率、编码）可以用于发送随机接入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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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MIMO-OFDM无线通信技术及MATLAB实现》适用于学习MIMO—OFDM技术的无线通信工程师和
研究人员，也可作为研究生或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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