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最佳 考虑到实际实现问题 本文还阐明了该解调器中有关参数的估值问题和有关矩阵的

快速实现算法

信号表示和系统模型

本节的目的是在对 信号进行有效表示的基础上建立系统模型
,

进一步明确本文
解决的间题 由于本文采用的信号表示方法和信道条件与文献【 中第 部分叙述的相同

,

差异仅仅在于文献【 中的信号是二进制而此处讨论的信号是 进制 因此
,

在此直接给

出 系统的矢量数学模型
,

如图 所示

发送的 信号及其矢量形式为

‘、

工了召、、了召、‘ ‘ , 葱 , ,

⋯
, 一 ,

三 三

人了一 一 饭

。 , ,

⋯
,

。一 , , ,
尸 护一,

⋯
, 葱 , ,

⋯
, 一

‘ 一 一

收到
, 一 一

定稿



地
,

当 时 叭 , 就为方差
,

表示为

矛 ‘
,

,

了
,

、
, ,

⋯
,

汀 一

用
,

, 」 。 表示协方差矩阵
,

它是一个方阵 下一节讨论图 中最佳接收模块的设计

问题
。

新型 最佳相 干解调器

最佳解调器结构及其工作过程
由最大后验概率 准则可知

,

接收机判决接收的数据为 窟 儿
,

当且仅当

七 乞
,

乞
, ,

⋯
, 一

由于信道中的有色噪声是高斯分布的
,

发送各符号的先验概率相等
,

所以 准则等效为

无
,

当且仅当 一 , 、
犷

‘ , 万全一 , ‘
犷

‘ , 了
,

、
, ,

⋯
,

对 一 ,

式中 夕‘ 夕。,

⋯
, 夕卜 , ,

夕‘ 一 ‘, 夕‘ , ,

⋯
, 军。, 一

。

对上式进行等效处理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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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输出

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
始始始 矢矢矢 大大大预预预 量量量 判判判

⋯⋯⋯⋯⋯⋯
处处处 运运运 决决决

理理理 算算算算算
刀 一 ,,, 模模模模模模模

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

图 新型最佳相干解调器结构

协方差阵 和信号幅度的估计方法

为了实现图 所示的最佳解调器
,

必须用统计方法获得参数 和 。 , , ,

⋯
,

。一 的估

计值 本节的目的就是说明上述参数的估计方法
。

由于噪声 。 , 。 ,

⋯
,

。 , 是服从高斯分

布
,

且均值为零
,

所以可以采用文献 冈 中第二章的方法
,

对上述参数进行估计
。

实现步骤

如下



谓 划

盟
, 一 , 二

刀 丸一
,

鑫
‘ ’

‘ ”

,
,

, 一 , 一 、犷
‘

毖
, , , 一 ,

忿”己片
‘ ,

毗乍
‘’

试纸
,

、一 ,

一 , 一 ,

,

儿一 、

切葱 , 。 、

,

儿一
一

一
,

,

⋯
, , , ,

⋯
,

最后得到

‘
,

,

梦,
, ‘, 一 。

, , 二 ,
,卜

在求出 犷
‘ 后

,

并存入存储器
,

以便在实时处理接收信号时使用
。

至此
,

整个预处理工

作就完成了
。

模拟结果和讨论

一般情况下
,

导出图 所示新型 相干解调器的误码率公式是比较困难的
,

好在

当前可以利用计算机模拟试验完成这一性能分析任务 本节的 目的就是通过计算机模拟试

验
,

评价和 比较本文导出的最佳解调器与普通相干 解调器的误码性能



期 沈越掇等 新型 最佳相千解调器

软件 误码率的每个点都用 万个码元统计得到的

根据上述比较
,

可得出结论 本文导出的新型最佳相干 解调器比普通最佳相干

解调器具有更强的信道适应能力 在 信道条件下
,

前者与后者的误码性能相

同 在
一

信道条件下
,

前者的误码性能优于后者

结 束 语

在实际的多进制 系统中
,

相对于 系统
,

由于信号带宽的加宽
,

信道中的噪

声呈现有色特性将更加明显 基于这一观点
,

本文讨论了
,

在
一

信道条件下
,

信号的最佳相干接收问题 在将系统构造成矢量模型的基础上
,

根据最大后验概率准

则
,

导出了在上述条件下的最佳相干 解调器结构
,

举例给出了计算机模拟的误码率
曲线 通过理论分析

、

计算机模拟和有关的讨论
,

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本文有效地推广了文献 的方法和结论 即通过理论分析与计算机模拟的例子证

明了文中设计的最佳相干 解调器
,

在
一

信道条件下
,

其误码性能优于传
统的相干 最佳解调器 而在 信道条件下

,

两者误码性能相同 说明新型最佳
相干 解调器具有一定的环境适应能力

,

抗噪声能力相对于传统的相干 最佳解
调器得到了扩展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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