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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分析多输入多输出（MIMO）系统信道特性和容量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MIMO系统与空时编
码的相关理论、编码方案、性能分析、优化及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无线信道的传播和衰落特性分析与模拟、MIMO信道的容量分析、空时分组码的设计
原则、正交空时分组码编码及性能分析、空时格型码的编码原理及性能分析、分层空时编码原理及检
测算法分析、准正交空时分组码和最小解码复杂度分析、MIMO系统与正交频分复用及空时编码传输
技术，凸优化理论与MIMO系统收发机的设计。

本书内容的阐述循序渐进、条理清晰、系统性强，书中重要结论、编码方案等均利用MATLAB＆reg;软
件平台进行编程实现；各章均对重要知识点予以总结，并附有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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