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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是和平发展与和谐共存的世界，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是双方或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要
双方或多方采取合作共处的意愿，结果将是双赢的或者是共赢的。
同样道理，在无线与移动通信领域，合作将是新一代无线通信网络的重要特征，不仅表现在通信技术
层面，也表现在通信网络中通信个体之间和不同通信群体之间，甚至不同网络之间。
只有这样，有限的通信资源才能有序合理地被利用，才能最大程度地被共享，合作的双方或多方才能
共赢以获得好处。
　　近年来，合作通信技术以其能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的数据吞吐量、服务质量、覆盖范围、谱效率和
功率效率等优势，使以移动蜂窝网为代表的广域接入网络和以Ad Hoc网络为代表的局域接入网络开始
从共存竞争演变到共存合作的关系。
该技术已经成为当今通信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相继占据各大主流会议（如IEEEICC和Globecom等）和
论坛（如wwRF等）的主题，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大量的优秀文献和研究团队。
本书的出版就是全球该领域先驱们通力合作的结晶，它是第一部诠释合作通信技术的著作。
本书共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重点阐述了合作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涵盖了大量的基本理论观点，
如合作通信的分类（第1章）、合作通信在信息论方面的基本限（第2章）、合作与竞争及认知的关系
（第3章）、跨层合作设计（第4章）、合作分集（第6章），以及多路由和多用户分集（第8章）等，
而第二个主题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重点描述了合作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如编码传输的角度（第5、16
、17和19章）、空域天线的角度（第12、13和20章）、能量节约的角度（第11和18章）以及可靠与安
全性的角度（第10章）。
此外，本书还针对合作通信技术在Ad Hoc网（第7章）、认知无线电（第9章）、下一代通信系统4G（
第14章）和IEEE 802标准（第15章）等领域的应用做了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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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合作通信技术已经成为当今通信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而本书是第一部诠释该技术的著作。
本书共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重点阐述了合作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涵盖了大量的基本理论观点，
如合作通信的分类、合作通信在信息论方面的基本限、合作与竞争及认知的关系、跨层合作设计、合
作分集以及多路由和多用户分集等；而第二个主题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重点描述了合作通信技术的广
泛应用，如编码传输的角度、空域天线的角度，能量节约的角度以及可靠与安全性的角度。
此外，本书还针对合作通信技术在Ad Hoc网、下一代通信系统(4G)、IEEE 802标准和认知无线电等领
域的应用做了专题分析。
　　本书是一部紧跟通信技术前沿研究的专业性著作，主要适于无线通信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
人员阅读，也可以作为通信工程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的专业性新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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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自然界与无线通信中的合作　　摘要：本章有两重含义，一个是提供自然界中的合作实
例，另一个就是利用这些实例来启发无线通信系统中对合作的考虑。
自然界已经表现出合作物种在许多生态环境中的竞争中超过了自私物种。
这里期望将合作的方法引入到无所不在的无线通信系统中，而这种系统迄今仍具有自我的特性（或者
，至少为不可知的）。
即使对于高度集中的系统，诸如蜂窝无线通信网络，合作以利用低复杂度的终端提供了增长的服务质
量，充分体现了自身的实力。
随后的各章将针对合作在无线领域中的潜力给出更详细的描述。
而在这里愿意给出第一个原则性的内容，以鼓励这样的交叉。
　　关键词：GSM，纳什均衡，巴甫洛夫学说，囚徒的困境，UMTS，WLAN，吸血蝙蝠，显式合作
和隐式合作，循环的囚徒困境，多跳，节省功率，互惠，针锋相对，无线通信．零博弈　　1.1　合作
的基本思想　　本章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合作技术在无线通信中的应用。
为此，这里将解释用于讨论“合作”的一些术语，并简单地探讨其他学科中的合作问题，当然这个主
题在此前已得到了广泛研究。
　　术语“合作”源自拉丁语“co-”和“operare（进行工作）”，因此，它表示“共同工作”的意思
。
合作是指一组实体共同工作、以实现共同或单个目标的策略。
合作背后的主要思想是每个合作实体通过一致的行动都获得收益。
合作可以看做是通过给予、共享或允许做一些事情从而获得一些好处的行为。
人类和动物都广泛地采用了合作，而这里将不同的合作策略映射到无线通信系统中。
虽然术语“合作”能够用于描述所有参与者所做贡献的所有关系，而这里倾向于用它来描述所有参与
者获益的限制性问题。
如果我们只在简单共同工作的宽泛意义上来使用它，从文中或明确的陈述中就很明显了。
这种严格定义的合作与利他主义是相反的，而后者是指参与者中的一个成员不从互动中获益以支持其
他成员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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