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宽带通信系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超宽带通信系统>>

13位ISBN编号：9787121102219

10位ISBN编号：7121102218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张中兆 等 著

页数：21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宽带通信系统>>

前言

　　2002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发布超宽带
（Ultra-Wideband， UWB）设备的初步规范，在此之前UWB技术主要采用冲激无线电（Impulse Radio
， IR）形式，且主要用于军事上的雷达和低截获/低侦察率的无线系统。
1993年，R. A. Scholtz在军事通信会议上发表了“Multiple Access With Time-hopping Impulse Modulation
”的论文，开辟了将IR作为通信载体的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IR-UWB，即脉冲超宽带系统。
随着微电子器件的高速发展，脉冲超宽带技术开始应用于民用领域，在国际上也掀起了对其研究、开
发和应用的热潮，并被认为是下一代无线通信中的革命性技术之一。
我国也针对超宽带技术和系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国内外相继出版了一批相关的著作、书籍，这些书籍当中已经对超宽带的基本原理、性能及组成系统
的相关技术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我们这本书如沿着这些书籍的思路进行编写，势必信息量不大，价
值不高。
为此，我们首先较为认真地研究了超宽带本身的特性（含传输特性、信号波形特征等）以及可能应用
的场合，从而确定本书写作的思路是：　　·系统应用场合为室内、短距离、高速的通信环境；　　
·对设备的要求为体积小、简单、功耗低、重量轻，尽可能简化设备结构，采用较低复杂度技术等。
　　·系统需要满足的功能为传感（含定位、测距、成像等）/通信一体化的无线通信系统。
　　·突出时域“脉冲”特性，不能简单地套用扩频理论。
　　·从系统论的角度，讨论和论述对组成系统的部件所进行的多种参数折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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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宽带通信系统》以室内、短距离、高速的通信环境为背景，以设计满足体积小、简单、功耗
低、重量轻，尽可能简化设备结构、不使用复杂技术等要求的超宽带设备为目标，突出时域“脉冲”
特性，从系统论的角度，讨论和论述对组成系统的部件所进行的多种参数折中和优化。
其主要内容包括超宽带系统的传播特性及信道模型，脉冲波形设计，调制解调及多址接入方式，脉冲
信号接收技术，天线设计以及超宽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等。
书中既有对基本概念的剖析，也有对关键技术的详细介绍，适合于电子通信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
究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作为IEEE 802．15．4a的物理层标准之一以及IEEE 802．15．3a的候选技术之一，脉冲超宽带技术
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相关部委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对
该技术的研究，《超宽带通信系统》就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超宽带高速无线接入理论与
关键技术”（60432040）的支持下编写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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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共享频谱资源　　无线通信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频谱资源日趋紧张。
超宽带系统分配的带宽为3.1～10.6 GHz，而功率谱密度仅为-41.3 dBm／MHz，仅和FCC规定的一台个
人计算机允许的辐射相当。
工作在如此低的功率谱密度下可以有效避免对其他系统的干扰，从而达到频谱资源共享的目的。
　　4.穿透能力强　　脉冲超宽带信号具有很强的穿透树叶和障碍物的能力，有希望被用来解决常规
无线电波信号在丛林中不能传播的难题；它还能实现隔墙成像，与同样具有GHz级带宽的无线电技术
相比，脉冲超宽带无线通信信号有更强的穿透力。
　　5.低截获、抗干扰、保密性好　　超宽带系统的发射功率很低，频谱很宽，因此功率谱密度非常
低，甚至低于环境噪声电平，很难被基于频谱搜索的电子侦测设备截获。
同时，如果超宽带信号采用扩频通信的跳时技术或者直接序列扩频技术，接收机只有已知发送端的扩
频码才能解调出发射数据，进一步提高了其保密性能。
此外，超宽带信号的占空比极低，可以通过时间窗滤除干扰信号，从而达到增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
可靠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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