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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多种抗多径技术$为了抵消信号自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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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种具有嵌套结构的串行多径干扰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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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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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U

\

2

"

#

$

!

7

"#

!!

同理#可以推出支路
(

的输入信号

2

!

(

U

#

"

!

7

"

#

2

!

7

"

U

"

(

U

#

&

#

#

\

2

&

#

(

U

&

U

#

!

7

"

!!!!

#

2

!

7

"

U

"

(

U

#

&

#

#

\

]

#

#

&

\

]

#

#

(

U

#

\

2

&

#

$

!

7

! "

"#!

#C

"

!!

这里#

\

2

&

#

(_

&

_#

!

7

"的第一下标表示再生信号所

在支路#第二下标代表再生信号的更新次数%

\

]

#

#

&

表

示用户
#

在支路
&

的临时判决$由式!

#C

"可以看

到#第
#

支路至第
(_"

支路再生信号的临时数据

判决\

]

#

#

&

!

&

]#

#

"

#/#

(_"

"都更新为第
(_#

支路

的临时数据判决\

]

#

#

(_#

#其中#第
#

支路的再生信号

更新次数最多#共有
(_"

次$

当
(

8

A

时#类似式!

#$

"#第
#

支路至第
(

支路

解调器的输出按照最大比值合并#得到第
(

支路的

临时判决统计量

;

#

#

(

#

J

(

&

#

#

Z

&

#

(

T

#

#

&

# !

#?

"

!!

其中#

Z

#

#

#

#

#

#

T

#

#

&

#

:

8

]

$

2

!

&

U

#

"

!

7

"

J

#

!

7

U(

#

#

&

"

G7

$

临时判决为

\

]

#

#

(

#

9

3

.

!

;

#

#

(

"# !

#D

"

!!

当
(]A

时#

;

#

#

A

为期望用户
#

的判决统计量#

此时#用户
#

的判决为

\

]

#

#

9

3

.

!

;

#

#

A

"$ !

#B

"

@

!

性能分析

从式!

?

")!

D

"容易看到#传统
TNOE

接收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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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式!

?

"中除第一项以外的其余各项近似看作加性

高斯噪声进行处理$对于造成式!

?

"的多径干扰#文

献'

?

(提出了一种采用串行干扰抵消的
TNOE

接收

机结构#称为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通过消

除部分自干扰#使得
TNOE

接收机性能有了较大提

高$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是以支路的解调

器输出作为该支路的临时判决统计量#并利用判决

结果再生该支路信号#显然#当判决错误时#就会降

低其后每一支路的干扰抵消性能$

在嵌套式
TNOE

接收机中#如果令

2

!

(

U

#

"

!

7

"

#

2

!

7

"

U

"

(

U

#

&

#

#

\

2

&

#

$

!

7

"% !

#@

"

;

#

#

(

#

T

#

#

&

#

(

G

A

"

(

&

#

#

Z

&

#

(

T

#

#

&

#

(

#

5

1

2

A

% !

#*

"

!!

式!

#@

"意味着每个支路的再生信号不作更新#

而式!

#*

"表明除第
A

支路外的每个支路临时判决统

计量为该支路的解调器输出$此时该嵌套式
TNOE

接收机就转化为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

不妨记用户
#

在嵌套式
TNOE

接收机和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中第
(

支路的临时数据判

决的误码率分别为
/

#

#

(

和C

/

#

#

(

#显然#

/

#

#

A

和C

/

#

#

A

分

别表示用户
#

在嵌套式
TNOE

接收机和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的误码率$记用户
#

在传

统
TNOE

接收机的误码率为K

/

#

#

A

$嵌套式
TNOE

接收机利用其第
(

个
TNOE

子结构的输出对支路

(

进行临时数据判决#已再生的第
#

支路至第
(_#

支路的信号利用第
(

支路的临时数据判决进行更

新#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则利用其第
(

支

路的解调器输出对该支路做临时数据判决$由于合

并增益与分集支路数成正比'

C

(

#故有
/

#

#

(

8

C

/

#

#

(

#从

而
/

#

#

A

8

C

/

#

#

A

#

/

#

#

A

8

K

/

#

#

A

$这表明#嵌套式
TNOE

接收机比传统
TNOE

接收机以及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具有更好的误码性能$

A

!

仿真分析

为了着重考察多径自干扰的影响以及多径干扰

抵消对链路性能改善的情况#将多用户干扰近似为

NaZ)

处理$仿真参数&采用
Z&'G

扩频码#码片速

率为
B'? R=

W

9

#扩 频 增 益 为
!#

%信 息 速 率 为

"C"HQ

*

9

%移动台速度在
#"$HF

*

2

%信道噪声为加

性高斯白噪声%采用最大比值的
TNOE

合并%多径

数为
C

%

T/

;

'85

3

2

信道总体平均功率归一化为
#

$

图
"

)图
!

分别给出了传统
TNOE

接收机#嵌套

式
TNOE

接收机以及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

机在
C

条路径的平均功率依次为
$

)

$

)

$

)

$GJ

以及

$

)

_!

)

_D

)

_*GJ

时性能比较曲线$比较图
"

)图
!

可知#同一个
TNOE

接收机在路径功率相等时的性

能要优于路径非等强度时的性能#这是由于路径平

均功率太低时#由此路径产生的分集增益本身不大#

因而
TNOE

接收机对链路性能的改善就不显著$

不论在路径功率相等还是各条路径非等强度的情况

下#嵌套式
TNOE

接收机的性能最好#而传统

TNOE

接收机性能最差#这表明#串行干扰抵消技

术能够很好的抑制多径自干扰#从而使链路的性能

得到改善#与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相比#嵌

套式
TNOE

接收机对于自干扰抵消的效果更佳$

!!

注&信道中
C

条路径的相对平均功率为&

$

#

$

#

$

#

$GJ

图
?

!

@

种
]89!

接收机的性能比较

注&信道中
C

条路径的相对平均功率为&

$

#

_!

#

_D

#

_*GJ

图
@

!

@

种
]89!

接收机的性能比较

B

!

结
!

论

提出了一种具有嵌套结构的
TNOE

接收机#该

接收机利用串行干扰抵消技术来消除多径干扰$理

论分析和仿真结果均表明#嵌套式
TNOE

接收机能

够很好的抑制多径干扰#改善链路的性能#与传统

TNOE

接收机和基于
KRSV1

的
TNOE

接收机相

比#具有更好的误码性能$

*!"#

第
#$

期
!!!!!!!!

张东红!等&具有嵌套结构的串行多径干扰抵消
TNOE

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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