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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线设计者在不断地寻求改善频谱效率／容量、链接可靠性以及无线网络覆盖区域的方法。
与适当的发送和接收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多天线空时无线技术，为改善无线性能提供了功能强大的工具
。
这种技术的某些方面已经合并到3G移动和固定无线标准中。
为未来的移动网络、无线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规划了更高级的空时技术。
　　本书讲述了空时无线传播、空时信道、分集和容量性能、空时编码、空时接收机、对单载波调制
的干扰对消以及对正交频分复用(OFDM)和直接序列(Ds)扩频调制的扩展。
本书还涵盖了空时多用户通信和系统设计折衷的内容。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无线通信专业的研究生和工业领域中的无线设计者。
在本书的网站上有家庭作业和其他的支持性材料。
　　Arogyaswami PaulrajI是空时无线通信技术的先驱。
他在印度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斯坦福大学的电子T程教授，他在斯坦福大学负责管理智能天线
研究小组。
他是近300篇研究论文的作者并拥有18项专利。
在到斯坦福大学之前，他在印度工业界中有多个职位，领导军用声纳和高速计算的项目。
他为固定无线接入创立了lospan无线，以发展多输人多输出(MIMO)空时技术。
他是IEEE的fellow，也是印度国家工程学会的成员。
　　Rohit Nabar。
是智能天线研究小组的一名研究生，于2003年2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目前他是苏黎世ETH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
　　Dhananjay Gore是智能天线研究小组的一名研究生，于2003年3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目前他是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博十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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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线网络需要提供更高的数据速率，而空时处理利用多天线技术和复杂信号处理算法，是改善系
统性能的新的强大工具。
空时处理技术已经在UMTS和CDMA2000移动标准中展现了很大作用。
本书介绍了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本书作者Arogyaswar Paulraj是斯坦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空时无线通信的研究，曾在IEEE发表文章300
多篇，获18项专利。
在本书中，作者讨论了空时传输的基础、空时信道、信道容量、空间分集和空时编码等内容，力求在
实际系统设计和覆盖前沿的主题(比如空时OFDM、空时扩频调制、同信道干扰消除和多用户MIMO
等)之间寻求平衡。
本书主要章节：1．引言；2．空时传输；3．空时信道和信号模型；4．空时信道容量；5．空间分集
；6．未知信道信息发送端的空时编码；7．空时接收；8．发送端信道信息的利用；9．空时0FDM和
扩频调制；10．多用户MIMO；11．空时同信道干扰的弱化；12．MIMO信道下的性能限制和折衷。
本书适合作为无线通信领域和空时信号处理领域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这些领域研究
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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