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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未来移动通信系统更高速率、更高服务质量需求的角度出发，首先介绍MIMO无线信道的特点
，接下来简要介绍点对点MIMO信道和空时码技术，然后将详细介绍上、下行多用户MIMO技术。

本书的重点是介绍多用户MIMO通信，尤其是下行多用户MIMO信道，包括信息理论容量，预编码调
度的低复杂度策略，不完善信道信息的影响及处理方法，跨层调度和资源优化策略，以及多小
区MIMO技术。

本书的出版对于国内通信技术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可以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好的技术参考;在科
研上，可以系统地帮助科研人员了解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对整个系统框架有更好的理解;而对于信息通
信工程领域的研究生而言，在教学上介绍MIMO通信技术，对于培养21世纪的通信人才是大有裨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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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SISO天线系统中，编码只有时间维度一个自由度可以利用；在MIMO系统中，由于多天线
的存在，可以利用空间信道的独立性，来同时获得时间和空间两个自由度，即空时处理技术。
多天线系统为提高无线通信的性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相比于传统的SISO系统，在频谱效率方面
有着明显的优势。
一般地，MIMO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空间分集（Spatial。
Diversity）与空间复用（Spatial Multiplexing）。
　　分集的主要思想就是为接收机提供发射信号的不同副本。
若这些副本经历的衰落各自独立，那么所有这些副本同时经历深度衰落的可能性就很小。
因此，接收机能够用这些接收到的信号对发射信号进行可靠的译码。
发射信号的副本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进行发送。
例如，可以在不同的时隙、不同的频率、不同的极化方向或者不同的天线上发射。
若不同的时隙用于分集，我们称之为时间分集。
当两个时隙之间的间隔大于信息的相干时间，其经历的衰落相互独立。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些不连续的时隙上发送不同的副本。
但是时间分集由于引入时间冗余，会降低系统总的吞吐率。
另一种分集的方法是频率分集。
频率分集是利用不同的载波频率来获得分集。
当信号的副本间隔大于信道的相干带宽时，信号的副本通过不同的载波频率发射，其经历的信道衰落
独立。
与时间分集类似，频率分集引入频域冗余，会降低系统的频谱效率。
　　另一种不会降低系统吞吐率的分集方法是空间分集或者天线分集。
空间分集应用多天线来获得分集增益。
多个天线可用于接收或者发射端。
若天线之间的距离足够大，远大于半波长，那么相应于不同天线的信道衰落可认为独立。
空间分集并不是应用天线分集唯一的途径。
角度分集利用方向性天线也可以获得天线分集。
它从不同的角度方向来获得发射信号的多个不同副本。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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