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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移动通信技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是当前发展最为迅速、应用最为广泛、技术最新
的通信领域。
预期移动通信将来还会有相当大的发展。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问题之一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无线信道特性深刻而全面
的认识及利用。
无线信道是指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存在的传送无线电信号的物理介质。
对于现实的无线通信而言，无线信道可以用线性时变系统模型来足够精确地描述。
无线信道不同于恒参数信道（如光纤、同轴电缆、传输线信道等），其信道参数具有随机性和时变性
，对信号的影响远远超过恒参数信道对信号的影响。
移动无线信道，由于存在多径传输和多普勒频移，使得信道具有明显的衰落特性，即信号经过移动无
线信道传输时，可能会出现剧烈的幅度变化、码间干扰及载频偏移，致使通信系统的性能明显下降。
因此移动无线信道又经常被称为衰落信道。
衰落信道的复杂特性导致了对衰落信道的分析方法的复杂性。
　　无线信道建模与分析是移动通信技术的理论基础。
移动衰落信道的建模、分析与仿真是移动通信传输系统设计与应用的基础。
本书是为研究生编写的一本教材，主要讲述衰落信道的基本原理，衰落信道的分析方法，衰落信道上
的最佳接收技术，衰落信道上的单信道接收机性能，衰落信道上的多信道接收机性能，衰落信道上的
最佳接收机性能，衰落信道多用户技术及衰落信道容量等方面的知识。
　　编写本书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目的是随着移动通信的飞速发展，与衰落信道有关的种种问题凸现，被广大从事无线电通信技
术的研究人员、工程人员所关注。
但现在研究生们对衰落信道的熟悉程度不够，市场上也缺乏以衰落信道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教材，学生
在专业知识方面出现空缺。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想填补这样一个空缺，使学生们能熟悉衰落信道通信这个重要领域。
　　由于分析衰落信道的数学工具繁杂，理论分析艰涩，研究的结果不易和物理实际相呼应。
编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从我国研究生的实际出发，希望寻求一种从重概念，重建模，重分析到严格
数学描述的两步走的方法，使学生能正确建立起衰落信道的概念及掌握分析、解决衰落信道通信的方
法。
本书内容的编排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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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衰落信道的基本原理，衰落信道的分析方法，衰落信道上的最佳接收技术，衰落信道上
的单信道接收机性能，衰落信道上的多信道接收机性能。
衰落信道上的最佳接收性能，衰落信道多用户技术及衰落信道容量等方面的知识。
    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准备知识，多径衰落信道模型，平衰落信道，频率选择性信
道，多普勒衰落信道，衰落信道上的单信道接收机性能分析及衰落信道上多信道接收机(前半部分)。
这一部分的对象是通信专业及相近专业的研究生，追求建立清晰的衰落信道的物理概念，熟悉分析衰
落信道的方法，了解衰落信道与高斯信道的主要区别，以及对抗衰落的基本方法。
    第二部分包括：衰落信道上的多信道接收机(后半部分)，衰落信道接收机的中断概率，衰落信道多
用户技术及衰落信道容量等。
这一部分的对象是通信专业高年级研究生及对衰落信道知识感兴趣的学生或教师。
第二部分从严格的数学分析入手，重点研究衰落信道的最佳接收机及多用户技术的有关方面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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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要回答从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哪一种技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无疑移动通信技
术将是可能的答案之一。
　　首先，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
　　20世纪40年代，移动通信是以基站为中心，覆盖70～80km半径的服务范围，频率从150MHz
到450MHz，，由于受到频率资源的限制，容量仅为几百个用户。
在当时，移动通信仅能提供为政府、大企业、军方及少数特殊人群的昂贵服务。
随着20世纪下半叶模拟蜂窝技术的引入，公众移动通信业务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市场。
这种第一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使用频率为800～900MHz，可以和市话网和长话网联网。
由于采用了频率复用技术，用户总数显著增加。
大区制的覆盖范围为20-30km，城市中的小区制覆盖范围为几千米。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GSM和窄带CDMA等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即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2G），投
入使用，它提供更高的频率利用率、更好的数据业务以及更先进的漫游服务，使得移动通信技术拥有
了更大的市场。
2G的频率除了800-900MHz频段外，还增加了l800-1900MHz频段。
城市市区中的小区制最小覆盖范围大约为几百米，而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微蜂窝和微微蜂窝移动通信系
统，其覆盖范围更小。
为了达到更高比特率数据业务和更好的频率利用率，目前第三代（3G）移动通信系统已在多国正式开
通，它可提供一系列的新业务，如多媒体通信、高速业务处理、遥测业务以及用户通过移动通信网接
入因特网或企业网等。
　　在近20年来，移动通信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截止到2007年12月底，全国移动电话用
户总数已突破5亿户，达到54728.6万户，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已达到41.6部／百人，在电信用户中，所占
比重已达到60％。
2003-2007年间，我国移动通信发展情况如表1.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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