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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移动通信技术已经成为当今通信领域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热点技术。
到目前为止，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已经在世界各国使用，包括WCDMA、cdma2000以及TDSCDMA系
统。
第三代通信系统能提供基本的数据和多媒体业务，但是对于高速的移动多媒体业务尚显能力不足。
移动用户要求更为丰富和个性化的服务，同时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正在相互融合，人们希望在互联网上
的所有应用都能够在移动通信中实现，这样便出现了一个以IP为基础的，集中多种功能甚至是各种网
络互通的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其数据传输速率在100Mbit/s以上的未来移动通信网络。
这种网络的主要特征是宽带化、自组织化、移动化和全IP化等。
为了满足未来宽带通信时的高速传输速率和宽覆盖范围的需求，MIMO技术已经被视为其关键技术之
一。
考虑到移动终端天线数目有限，为了保证其也能获得：MIMO增益，于是便诞生了MIMO中继的概念
。
MIMO技术现在已经出现在将要应用的无线系统中，更是未来移动通信中不可或缺的技术。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收发端采用多天线技术即MIMO技术，可以大大地提高无线系统的传输速
率。
自MIMO技术提出以来，采用空时编码的发射分集、空分复用方案以及有关MIMO技术的解码问题，
一直是无线领域的研究热点。
尽管这一领域已有的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很多基础性的工作仍需解决。
本书在提供有关。
MIMO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对MIMO系统的容量问题和MIMO中继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对于想深入理解本书内容的读者，作者建议其最好具备数字通信、线性代数、概率论等方面的知识。
　　全书共分为10章，第1章概述了MIMO系统的提出及一些研究成果；第2章介绍了：MIMO信道建
模，不仅讨论了其研究现状，还给出了MIMO信道建模的两个实例研究；第3章阐述了衰落信道容量，
分别包括高斯信道下的信道容量、平坦衰落信道的容量和频率选择性衰落信道的容量：第4章详细阐
述了MIMO的信道容量，分别对独立衰落、相关衰落下的单用户MIMO系统容量，信道系数固定时和
信道系数随机变化时的MIMO系统容量，多用户MIMO系统容量等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并给出了相关
实例及仿真分析；第5章介绍了接收和发射分集技术；第6章详细论述空时编码的相关技术，并对其性
能指标进行了分析；第7章介绍了MIMO系统的检测算法，对最大似然检测、线性检测算法、非线性检
测算法、结合格缩减技术的检测、球形译码算法、半定松弛算法、堆栈算法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第8章从加性高斯信道协同无线信道容量、多节点高斯协同中继信道、衰落信道MIMO协同中继系统容
量、协同中继系统的功率分配和协同功率分配等几个方面重点介绍了MIMO中继信道的相关内容；第9
章结合OFDM系统讨论MIMO-OFDM系统；第10章讨论了MIMO天线系统的设计思想及相关技术，并
给出了几种移动天线设计方案、MIMO基站设计方案。
　　本书第1章第1节由何丰执笔，其余章节由林云执笔。
本书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且作者指导的硕士生在一些基础性的仿真和资料准备上做了
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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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MIMO技术相关原理、应用及技术难点，分析了MIMO技术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具体内容包括MIMO信道建模、衰落信道的容量、MIMO信道的容量、分集技术、空时编码技术
、MIMO系统检测算法、MIMO中继信道、MIMO-OFDM系统和MIMO天线设计。
　　本书可作为从事移动通信研究和相关领域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通
信和电子系统方面的教师、研究生、高年级学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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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入挖掘未来移动通信网络的关键技术之一——MIMO技术，透析无线领域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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