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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作中继的 OFDM 蜂窝网络的
QoS 感知子载波分配算法 倡

黄晓燕， 毛玉明， 吴　凡
（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成都 ６１１７３１）

摘　要： 针对基于中继的 ＯＦＤＭ 蜂窝网络，提出了一种基于合作中继的 ＱｏＳ 感知子载波分配算法，即 Ｃ唱ＱＳ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ＱｏＳ唱ｗａｒｅ ｓｕｂ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算法。 Ｃ唱ＱＳＡ算法利用基站与中继节点之间的合作传输机制来保证
ＱｏＳ业务的速率要求，允许中继节点进行比特重分配，充分利用无线系统的时变及多用户分集特性，提高无线资
源的利用效率。 Ｃ唱ＱＳＡ算法将子载波分配问题抽象为非线性整数规划，以最大化系统效用为目标，同时满足
ＱｏＳ业务的速率要求。 仿真结果表明，Ｃ唱ＱＳＡ算法在用户效用及吞吐量等性能方面都有明显优势，系统实际效
用接近理论最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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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ｙ唱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Ｓ）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ＱｏＳ ｕｓｅｒ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ｅａｃｈ ＲＳ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ｂｉｔ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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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ＳＡ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ｕｂ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ｎｏｎ唱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ｍ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ｒａｔ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ＱｏＳ ｕｓｅｒ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唱ＱＳＡ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ｕｓｅ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Ｃ唱ＱＳＡ ｉｓ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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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无线通信发展至今，人们对无线传输的数据速率和服务质

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无线信道具有的多径衰落特性是阻碍信
道容量增加和服务质量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 分集技术可以
通过在发射端发射多个信号样本，在接收端合并多个经历独立
衰落的信号样本，以对抗无线信道中的衰落。 近年来，合作分
集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传输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
多用户场景中，合作分集技术利用无线传输的广播特性，通过
单天线节点间“共享”彼此天线构成虚拟的ＭＩＭＯ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唱ｉｎ唱
ｐｕ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唱ｏｕｔ唱ｐｕｔ，多输入多输出）多天线系统，以获得空间分
集增益。 大量研究表明合作分集技术能够有效地增加网络覆
盖范围，提高传输可靠性［１，２］ 。

目前，ＯＦＤＭ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正
交频分复用） 技术以支持突发高速数据传输、频谱效率高、抗
多径能力强等显著特征已被公认为 Ｂ３Ｇ／４Ｇ系统的核心技术

之一。 而在传统蜂窝网络里部署 ＲＳ （ ｒｅｌ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中继节点）
来提高系统容量，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正作为一种新的基于中
继的蜂窝网络架构成为了业界的一个研究热点［３，４］ 。

本文针对基于中继的 ＯＦＤＭ 蜂窝网络，引入合作分集技
术，并考虑具有不同 ＱｏＳ要求的混合业务，重点研究该网络场
景下的多用户子载波分配问题。 目前，关于基于合作中继的
ＯＦＤＭ蜂窝网络的资源优化的文献还比较有限。 文献［５］针对
只有一个中继节点的网络场景提出了一种启发式的子载波分

配算法，但并未考虑业务的 ＱｏＳ要求，以及中继节点的选取等
问题。 文献［６］研究了 ＯＦＤＭＡ蜂窝网络下行链路的机会功率
调度问题，提出了一个以最大化系统吞吐量为目标的随机优化
模型。 但是作者没有考虑合作中继，同时也没讨论子载波分配
以及用户公平性问题。 文献［７］研究了基于网络合作的资源
分配问题，利用相邻小区基站之间的合作分集来保证 ＱｏＳ 用
户的速率要求，但是作者没有考虑合作基站进行比特重分配的
情况，以及资源分配的用户公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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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为支持混合业务的 ＯＦＤＭ蜂窝网络里
提出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基于合作中继的 ＱｏＳ感知子载波调度
算法，兼顾了资源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性，解决了合作中继节点
的选取以及子载波分配问题。 该算法将子载波分配问题形式
化为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再将其松弛为标准凸规划问题并提
出了一种基于最优松弛解的 ０唱１整数调整算法。

1　系统模型
本文考虑基于合作中继的 ＯＦＤＭ 蜂窝网络下行链路多用

户网络环境，如图 １ 所示，包含一个基站，M 个中继节点和 K
个用户，其中包含 KQ 个 ＱｏＳ用户和 KB 个 ＢＥ用户。 系统的整
个带宽被划分成 N个等宽正交的子载波。 假设无线信道为时
变频率选择性信道，但是每个子载波上的衰落近似为平坦衰落，
并且每个子载波的信道增益在一个调度周期内保持不变［５，６］ 。

为了提高通信可靠性，保证 ＱｏＳ 用户的质量要求，本文采
用基站与中继节点合作传输的方式为 ＱｏＳ 用户传输数据，而
由基站直接向 ＢＥ用户传输数据。 每个 ＱｏＳ用户只能选择一
个合作中继节点。 假设所有中继节点均采用译码前向（ｄｅ唱
ｃｏｄｅ唱ａｎｄ唱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Ｆ）的中继方式，并且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
数据。 每个调度周期分为两个时长相等的阶段：在第一阶段，
基站发送数据，中继节点和用户接收数据，中继节点并对接收
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在第二阶段，基站与中继节点通过频分复
用的方式占用信道，基站为 ＢＥ 用户发送数据，而中继节点则
为对应的 ＱｏＳ用户转发数据。 最后，ＱｏＳ用户需要按照某种规
则将两个阶段接收到的数据合并起来以获得合作分集增益。

为了充分利用无线系统的时间、空间、频率及多用户分集
特性，提高无线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文允许中继节点在第二阶
段进行比特重分配。 每个中继节点首先解码在第一阶段接收
到的关于对应 ＱｏＳ 用户的数据，并根据当前的信道质量情况
将接收到的数据在各个子载波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再将数据转
发给对应的 ＱｏＳ用户。

本文采用基于效用的资源分配策略以兼顾资源分配的效

率与公平性，使用不同的关于速率的效用函数来描述 ＱｏＳ 用
户和 ＢＥ用户对网络提供的服务的满意程度［８，９］ 。 如图 ２ 所
示，ＱｏＳ用户的效用函数是一个阶跃函数，一旦满足了速率要
求，其效用值则为 １。 而 ＢＥ用户的效用函数则是一个非递减
的凹函数。

假设每条无线链路用（k， m）表示。 其中 k∈｛１，⋯，K｝，
m∈｛０，１，⋯，M｝，m取值为 ０用于表示基站。 定义 Hn，k，m为链

路（k， m）在第 n个子载波上的信道增益，σ２ 为白噪声功率谱

密度。 因此，链路（k， m）在第 n个子载波上的单位发射功率
信噪比可表示为

ηn，k，m ＝｜Hn，k，m ｜２ ／σ２ （１）

定义 c（τ）n，k，m为子载波分配指示符，c（τ）n，k，m ＝１表示在第τ阶段

将第 n个子载波分配给链路（k， m）；否则，c（τ）n，k，m ＝０。 为了避
免造成同信道干扰，每个子载波只能分配给一条链路，即

ΣK
k ＝１Σ

M
m ＝０ c（τ）n，k，m ＝１，橙n，τ （２）

定义 p（τ）
k，m，m∈｛０，１，⋯，M｝表示在第τ阶段基站或第m个

中继节点在每个子载波上的平均功率。 那么，用户 k在第τ阶
段在链路（k， m）上可获得的速率为

R（τ）
k，m ＝ΣN

n ＝１ c（τ）n，k，m ｌｏｇ（１ ＋p（τ）m ηn，k，m），橙τ，m （３）

在高信噪比环境里，R（τ）
k，m可近似表示为

R（τ）
k，m臣ΣN

n ＝１ c（τ）n，k，m ｌｏｇ（ p（τ）m ηn，k，m）臣ｌｏｇ［１ ＋

ΠN
n ＝１ （p（τ）m ηn，k，m）

c （τ）
n，k，m］ （４）

根据式（４），定义第τ阶段链路（k， m）的等效信噪比为
SNR（τ）

k，m ＝ΠN
n ＝１ （ p（τ）m ηn，k，m）

c （τ）
n，k，m （５）

假设 ＱｏＳ用户 k的合作中继节点为第 gk 个中继节点，那
么在第一阶段，第 gk 个中继节点关于 ＱｏＳ用户 k 的数据的接
收速率可表示为

Rgk
＝ΣN

n ＝１ c（１）n，k，０ ｌｏｇ（１ ＋p（１）０ ζn，gk） （６）

其中：ζn，gk表示基站到第 gk 个中继节点的链路在第 n个子载波
上的单位发射功率信噪比。 定义 Rco

k 为 ＱｏＳ用户 k 可获得的
合作速率［１０］ ：

Rco
k ＝ｌｏｇ（１ ＋SNR（１）

k，０ ＋SNR（２）
k，gk），k∈｛１，２，⋯，KQ｝ （７）

综上所述，在一个调度周期内，ＱｏＳ用户 k获得的有效速
率为

RＱｏＳ
k ＝１

２
ｍｉｎ｛Rgk，R

co
k ｝，k∈｛１，２，⋯，KQ｝ （８）

ＢＥ用户 k获得的有效速率为

RＢＥ
k ＝１

２
（R（１）

k，０ ＋R（２） ） k，０ ，k∈｛KQ ＋１，⋯，K｝ （９）

式（８）与（９）中的因子 １／２表示一个调度周期包含了两个通信
阶段。

2　基于合作中继的 QoS 感知子载波调度模型

2畅1　合作中继节点选择策略
本文通过基站与中继节点之间的合作传输机制来保证

ＱｏＳ用户的服务质量要求，因此，合作中继节点的选取在无线
资源分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每个 ＱｏＳ 用户选择适当
的合作中继节点不仅能保证 ＱｏＳ 用户的服务质量要求，还能
尽可能地节约无线资源，从而为 ＢＥ用户分配更多的资源以提
高其效用值。 显而易见，如果中继节点与基站及用户之间的链
路质量都足够好，那么选其作为合作中继节点就可以得到较高
的合作分集增益。 否则，基站与用户之间的通信质量将因其中
任意一条链路质量较差而受到影响。
文本采用的中继节点选取方案是为每个 ＱｏＳ用户选择等

效端到端信道增益最好的中继节点作为合作中继节点。 假设
hsj和 hjk分别表示基站到第 j个中继节点的链路的信道增益，以
及第 j个中继节点到 ＱｏＳ用户 k的链路的信道增益，该信道增
益可以通过对每条链路上的每个子载波的信道增益取范数获

得。 假设 gj
k 表示 ＱｏＳ用户 k以第 j个中继节点作为合作中继

节点时，该用户到基站的等效端到端信道增益。 因此，ＱｏＳ用
户 k选择的合作中继节点的索引号可以表示为

gk ＝ｍａｘj ｛gj
k｝，j∈｛１，２，⋯，M｝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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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j
k ＝g（hsj，hjk） ＝ １

１
｜hsj ｜２

＋ １
｜hjk ｜２

≡
｜hsj ｜

２ ｜hjk ｜
２

｜hsj ｜
２ ＋｜hjk ｜

２

2畅2　QoS 感知子载波调度模型
为了兼顾资源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效用的 ＱｏＳ感知子载波调度模型。 该模型将子载波分配问题
形式化为一个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Ｐ１），以最大化系统效用
为目标，同时满足 ＱｏＳ 用户的速率要求以及同信道干扰等约
束条件。

Ｐ１：　 ｍａｘ
c （τ）
n，k，m

ΣK
k ＝１Uk（Rk） （１１．１）

ｓ．ｔ．
RＱｏＳ

k ≥Rreq
k ，k∈｛１，２，⋯，KQ｝ （１１．２）

ΣK
k ＝１Σ

M
m ＝０ c（τ）n，k，m ＝１，橙n，τ （１１．３）

c（τ）n，k，m∈｛０，１｝，橙n （１１．４）

式（１１．２）表示了 ＱｏＳ用户的速率要求；式（１１．３）表示同信道
干扰约束，即任一子载波 n在任何阶段只能分配给一条链路；
式（１１．４）表示子载波分配指示符的值只能取 ０或 １整数值。

值得注意的是 ＱｏＳ 用户的效用函数是一个阶跃函数，那
么一旦满足了约束条件（１１．２），ＱｏＳ 用户的总效用值将恒为
KQ。 因此，规划 Ｐ１的优化目标可等效为最大化 ＢＥ 用户的总
效用：

ｍａｘ
c （τ）
n，k，m

ΣK
k ＝KQ ＋１Uk（Rk） （１２）

根据式（８），ＱｏＳ 用户的速率约束条件式（１１．２）可以重新表
示为

１
２ Rgk

≥R ｒｅｇ
k ，k∈｛１，２，⋯，KQ｝ （１３）

１
２ Rco

k ≥R ｒｅｑ
k ，k∈｛１，２，⋯，KQ｝ （１４）

规划 Ｐ１是一个全局优化问题，包含了合作通信的两个阶
段之间，以及基站与合作中继节点之间的资源协调。 当子载波
数 N和用户数 K取值较大的时候，求解非线性整数规划 Ｐ１ 的
计算复杂度非常高。 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合作中继的
ＱｏＳ感知子载波分配算法，即 Ｃ唱ＱＳＡ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ＱｏＳ唱ａｗａｒｅ
ｓｕｂ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算法，将原规划 Ｐ１按照合作通信的两个阶
段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分别完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子载波
分配，并且第二阶段的子载波分配依赖于第一阶段的分配
结果。

3　基于合作中继的 QoS 感知子载波分配算法

3畅1　第一阶段子载波分配算法
在合作通信的第一阶段，只有基站发送数据，而中继节点

与用户接收数据。 假设基站的总发射功率为，那么基站在每个
子载波上的平均功率为 p（１）０ ＝E０ ／N。 根据式（１１） ～（１３），第一
阶段的子载波分配问题可以形式化为如下规划：

Ｐ２：　 ｍａｘ
c （１）
n，k，０

∑K
k ＝KQ ＋１Uk（∑n c（１）n，k，０ ｌｏｇ２ （１ ＋

E０ηn，k，０
N ）） （１５．１）

ｓ．ｔ．
１
２

∑N
n ＝１ c（１）n，k，０ ｌｏｇ（１ ＋

E０ζn，gk
N ）≥Rreq

k ，k∈｛１，⋯，KQ｝ （１５．２）

c（１）n，k，０∈｛０，１｝，橙n （１５．３）

∑K
k ＝１ c（１）n，k，０ ＝１，橙n （１５．４）

c（１）n，k，m ＝０，橙m≠０ （１５．５）

式（１５．２）表示 ＱｏＳ用户对应的中继节点在第一阶段的接收速
率必须大于等于速率要求的两倍；式（１５．５）表示在第一阶段
只有基站发送数据。
规划 Ｐ２是一个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为降低求解 Ｐ２的计

算复杂度，本文首先对同信道干扰约束条件进行松弛，引入一
个实数变量 ρn，k，０≤ρn，k≤１（橙n，k）来替代原整数变量 c（１）n，k，０ ，
从而将规划 Ｐ２转换为一个凸规划问题，进而可采用优化工具
直接求解。 但是，最优松弛解 ρ倡

n，k是实数取值，需要将其调整
为整数值才能完成子载波的分配。 因此，本文基于最优松弛解
提出了一个简单高效的子载波分配算法，如图 ３ 所示。 首先，
在所有未满足速率要求的 ＱｏＳ用户中查找 ρ倡

n，k值最大者，并将
对应的子载波分配给它。 当执行完第 ２）步之后，若还存在没
有满足速率要求 ＱｏＳ用户，则执行补偿算法（图 ４），对于任何
一个未满足速率要求的 ＱｏＳ 用户，依次为其分配信道容量最
接近其速率要求的子载波，直到满足速率要求，或子载波分配
完毕为止。 最后，在第 ４）步为 ＢＥ用户分配子载波：将每个子
载波分配给 uk（R倡

k ）rn，k取值最大者，其中边界效用值 u（R倡
k ） ＝

ｄU（R）／ｄR｜R ＝R倡k ；若同时存在多个最大者，则分配给 ρ倡
n，k取值

最大者。 其间，ＢＥ用户一旦达到最优速率将不再参加分配。
１）　设子载波集合为 S ＝｛n｜≤n≤N｝，并初始化每个用户的速率；
２）　ｗｈｉｌｅ（１）

　　ρ倡t，l ＝ｍａｘn∈S，１≤k≤KQ｛ρ
倡
n，k｝；

　　ｉｆ ρ倡t，l ＝＝０，跳转至 ３）；

　　ｉｆ ０．５倡Rgl≤R ｒｅｑl

　　　Rgl ＝Rgl ＋ｌｏｇ（１ ＋E０ζn，gkN
－１）；

　　　ρ倡t，l ＝１；ρ倡t，l′＝０（橙l′≠l）；S ＝S＼t；
　　ｅｌｓｅ ρ倡m，l ＝０；

ｅｎｄ唱ｗｈｉｌｅ
３）　判断是否所有 ＱｏＳ 用户都满足了速率要求，如果不是，则对未满足要求的

ＱｏＳ 用户执行补偿算法（图 ４）；
４）　设 ＢＥ 用户的集合为 G ＝｛ k｜KQ ＋１≤k≤K｝，并根据 Ｐ２ 的最优松弛解计算

每个 ＢＥ 用户的最优速率 R倡
k ；

ｆｏｒ i ＝１ ｔｏ ｜S｜；
　　L ＝｛ l：l ＝ａｒｇ ｍａｘ k∈Guk（R倡

k ） rn，k，橙n∈S｝；
　　ｉｆ ｜L｜＞１， ｔｈｅｎ l ＝ａｒｇ ｍａｘ k∈G ρ倡n，k；

　　ｉｆ Rl ＜R倡
l

　　　Rl ＝Rl ＋ｌｏｇ２（１ ＋E０ηn，l，０N －１）；

　　　ρ倡n，l ＝１；ρ倡n，l′＝０（橙l′≠l）；S ＝S＼n；
　　ｅｌｓｅ G ＝G＼l；
ｅｎｄ唱ｆｏｒ

图 ３　子载波分配算法

将未满足速率要求的 ＱｏＳ 用户按速率差值逐渐递增的顺序排列；
对每个 ＱｏＳ 用户

ｗｈｉｌｅ（ΔRk≥０）

　ｉｆ S ＝碬， ｓｔｏｐ；
　c： ＝ａｒｇｍｉｎ t∈S｜ｌｏｇ（１ ＋E０ζt，gkN

－１） －ΔRk｜；

　ρ倡c，k ＝１；ρ倡c，k′＝０（橙k′≠k）；S ＝S＼c；
　Rk

m ＝Rk
m ＋ｌｏｇ（１ ＋E０ζt，gkN

－１）；

　ΔRk ＝ΔRk －ｌｏｇ（１ ＋E０ζt，gkN
－１）；

ｅｎｄ唱ｗｈｉｌｅ
图 ４　补偿算法

3畅2　第二阶段子载波分配算法
在合作通信的第二阶段，基站与中继节点通过频分复用的

方式分别在不同的子载波上发送数据。 其中，基站只向 ＢＥ用
户发送数据，而中继节点则向对应的 ＱｏＳ 用户转发数据。 因
此，基站与中继节点需要根据当前基站到 ＢＥ用户，中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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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ＱｏＳ用户的链路的信道质量相互协作地分配子载波。
假设各中继节点的最大发射功率为 E１ ，则各中继节点分

配给每个子载波的平均功率为 p（２）m ＝E１ ／N，而基站在第二阶段
对应的子载波平均功率仍为 p（２）０ ＝E０ ／N。 根据式（７）以及第一
阶段的分配结果，速率约束条件式（１４）等价为

R（２）
k，gk

＝∑N
n ＝１ c（２）n，k，gk

ｌｏｇ（２ ＋
E１ηn，k，gk

N ）≥ｌｏｇ β （１６）

其中：β＝ｅ２Rreqk －１ －ΠN
n －１ （

E０ηn，k，０
N ） c （１）

n，k，０ ，根据第一阶段的分配结

果可获得β。
因此，第二阶段的子载波分配问题可以形式化为如下

规划：

Ｐ３：　 ｍａｘ
c （２）
n，k，m

∑K
k ＝KQ ＋１Uk（∑n c（２）n，k，０ ｌｏｇ２ （１ ＋

E０ηn，k，０
N ）） （１７．１）

ｓ．ｔ．
∑N

n ＝１ c（２）n，k，gk ｌｏｇ（１ ＋
E１ηn， k，gk

N ）≥ｌｏｇ β，k∈｛１，⋯，KQ｝ （１７．２）

c（２）n，k，m∈｛０，１｝，橙n （１７．３）

∑K
k ＝１ c（２）n，k，m ＝１，橙n （１７．４）

规划 Ｐ３同样是一个非线性整数规划，因此可以采用与求
解规划 Ｐ２类似的方法得到第二阶段的子载波分配结果。 最
后，根据两个阶段的分配结果，结合式（８）与（９）便可得到每个
用户获得的有效速率。

4　仿真结果与分析
假设 ＯＦＤＭ蜂窝网络的半径为 １ ０００ ｍ，基站位于小区的

中心，中继节点均匀分布在距基站 ３００ ｍ处的圆周上，而用户
则均匀分布在距基站 ７００ ～１ ０００ ｍ的边缘区域。 ＱｏＳ用户的
速率要求均匀分布于０．７ ～２ Ｍｂｐｓ。 假设 E０ 和 E１ 分别表示基

站和中继节点的最大发送功率。 具体仿真参数如表 １所示。
假设节点 i到 j的路径增益 Gi，j为

Gi，j ＝d －α
i，j ψi，j （１８）

其中：di，j表示节点 i与 j之间的距离，α表示路径损耗因子，而
ψi，j表示对数正态分布的阴影衰落。

假设 r表示速率，单位是 ｂｉｔ／ｓ／Ｈｚ， ＢＥ用户的效用函数定
义为

Uk（ r） ＝１ －ｅ －０．１r，r ＞０ （１９）

表 １　仿真参数

参数 取值
系统总带宽／ＭＨｚ ５ 亖
子载波数 １２８ い

中继节点个数 ６ 亖
基站与中继节点之间的路径损耗因子 ２ 亖

基站与用户，中继节点与用户之间的路径损耗因子 ４ 亖
阴影衰落方差／ｄＢ ７

基站最大发射功率（E０） ／Ｗ ８
中继节点最大发射功率（E１） ／Ｗ ４ 亖
白噪声功率谱密度／ｄＢｍ －１０５

　　 为了验证 Ｃ唱ＱＳＡ算法的有效性，本文将 Ｃ唱ＱＳＡ算法与以
下两种子载波分配算法进行比较：ａ）基于合作中继的简单 ＱｏＳ
感知子载波分配算法（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ＱｏＳ唱ａｗａｒｅ ｓｕｂ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唱ＱＳＡ） ［７］ ，在该算法中，中继节点直接在与第一阶
段接收数据相同的子载波上转发数据，而没有进行比特重分配；
ｂ）非合作动态子载波分配算法（ｎｏｎ唱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ＱｏＳ唱ａｗａｒｅ ｓｕｂ唱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ＮＣ唱ＱＳＡ）［１１］ ，该算法没有采用合作分集技术。

在仿真实验中， ＢＥ用户数 KB ＝５０保持不变，而 ＱｏＳ用户
数 KQ 从 １５逐步增长为 ３６。 图 ５ 比较了三种算法获得的 ＢＥ
用户总效用。 仿真结果表明，随着 ＱｏＳ用户数的逐渐递增，ＢＥ
用户获得的总效用随之递减。 然而，Ｃ唱ＱＳＡ算法获得的 ＢＥ用
户总效用始终优于其他两种算法，而且获得的增益随着 ＱｏＳ
用户数的递增而不断增加。 如图 ５所示，当 ＱｏＳ用户数增长为
３６时，Ｃ唱ＱＳＡ算法相对于 ＳＣ唱ＱＳＡ算法和 ＮＣ唱ＱＳＡ算法分别获
得高达 ８．３１％和 ３６．０７％的增益。
图 ６比较了三种算法获得的 ＢＥ 用户总吞吐量。 仿真结

果表明三种算法的 ＢＥ 用户总吞吐量均随着 ＱｏＳ 用户数的递
增而逐渐减小。 但是，Ｃ唱ＱＳＡ算法获得的吞吐量始终高于其他
两种算法。
图 ７比较了在用户总数逐渐递增的情况下，Ｃ唱ＱＳＡ算法获

得的系统效用与理论最优效用的差别。 仿真结果表明系统的
总效用值随着用户数的增加而逐渐递增，Ｃ唱ＱＳＡ算法获得的系
统效用与理论最优效用的平均相对偏差为 ２．０３％。 需要注意
的是，图 ７所示的理论最优效用是求解松弛凸规划问题得到的
最优解，它是原始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的最优解的上限。 因
此，可推知 Ｃ唱ＱＳＡ算法获得系统效用逼近原始优化问题的最
优效用值。

由此可见，在混合业务场景下，引入合作分集技术，并允
许中继节点进行比特重分配，不仅能保证 ＱｏＳ 用户的质量要
求，还能有效提高 ＢＥ用户的吞吐量，获得更高的系统效用。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下一代 ＯＦＤＭ混合业务蜂窝网络提出了一个基

于合作中继的 ＱｏＳ感知子载波调度算法。 Ｃ唱ＱＳＡ 算法以最大
化系统效用为目标，并考虑 ＱｏＳ用户的速率要求，解决了中继
节点的选择以及子载波分配等问题。 由于 Ｃ唱ＱＳＡ算法引入了
合作分集技术，并允许中继节点进行比特重分配，仿真结果表
明 Ｃ唱ＱＳＡ算法相比于未采用合作分集技术或中继节点未进行
比特重分配的调度算法在用户效用及吞吐量等性能方面都有

显著优势。
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将是进行联合子载波，功率分配，以充

分利用无线系统的时间、空间、频率和多用户分集特性，进一步
提高系统性能。 （下转第 ３０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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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梯度批处理算法性能对比（在仿真中两种方法的共同参
数设置相同）。 从图 ７（ａ）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算法在收敛速
度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在 １００个点左右能够收敛，而基于 ＥＲＭ
算法需要接近 ３００个数据点时才能收敛；图 ７（ｂ）给出了两种
算法在收敛后串音误差的对比，可以看出基于 ＶＲＭ算法解的
精确度要明显高于基于 ＥＲＭ的算法。

5　结束语
本文对基于 ＶＲＭ概率密度函数估计方法进行了研究，提

出一种新的邻域函数构造方法，使得概率密度估计式对不同样
点是在不同形式核函数上展开的；将该概率密度估计算法应用
到自然梯度批处理盲分离算法中，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盲
分离算法解的精确度作了进一步分析。 仿真实验表明，相对于
基于 ＥＲＭ概率密度估计的盲分离算法，本文提出的算法在收敛
速度和精确度方面有很大优势，但由于概率密度估计算法需要
逐样点设计合理的邻域函数，算法的运算复杂度相对有所增加。
参考文献：
［１ ］ ＣＡＲＤＯＳＯ．Ｂｌｉｎｄ ｂｅａｍｆｏ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ｏｎ唱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 Ｊ］．IEE

Proceedings F， １９９３， 140（６）： ２２４唱２３０．

［２］ ＸＩＥ Ｓ Ｌ， ＨＥ Ｚ Ｓ， ＦＵ Ｙ Ｌ．ＦＩＲ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ｖｅ Ｂ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ｒ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ｔｈｅ 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５：５３２唱５３７．

［３］ ＰＡＲＲＡ Ｌ， ＳＰＥＮＣＥ Ｃ．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ｖｅ ｂｌｉ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唱ｓｔａｔｉｏｎａ唱
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IEEE Trans on Speech Audio Processing， ２０００，
8（３）： ３２０唱３２７．

［４］ ＰＵＮＴＯＮＥＴ Ｃ Ｇ， ＰＲＩＥＴＯ Ａ， ＯＲＴＥＧＡ Ｊ．Ｎｅｗ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ａｐ唱
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ｂｌｉ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ｐｐｅｄ ｔｏ ａ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唱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１９９６： １７４唱
１８２．

［５］ ＭＡＮＳＯＵＲ Ａ， ＰＵＮＴＯＮＥＴ Ｃ Ｇ， ＯＨＮＩＳＨＩ Ｎ Ａ．Ｓｉｍｐｌｅ ＩＣＡ ａｌｇｏ唱
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ｔｈｅ ６ 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唱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

８３５唱８３６．

［６］ 谭北海， 赵敏， 谢胜利．带源个数估计的 ＢＰＳＫ 信号盲分离算法
［ Ｊ］．电子与信息学报， ２００９， 31（７）： １６２４唱１６２６．

［７］ ＡＭＡＲＩ Ｓ， ＣＩＣＨＯＣＫＩ Ａ， ＹＡＮＧ Ｈ．Ａ ｎｅｗ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ｂｌｉ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Ｊ］．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唱
cessing Systems， １９９６， 8： ６５７唱６６３．

［８］ 何文雪．自适应盲信号分离理论与算法研究［Ｄ］．上海：上海交

通大学， ２００５．

［９］ 张贤达．盲信号处理几个关键问题的研究［ Ｊ］．深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 ２００４， 21（３）： １９６唱２００．

［１０］ ＣＨＯＩ Ｓ， ＣＩＣＨＯＣＫＩ Ａ， ＡＭＡＲＩ Ｓ．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ＩＥＥ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１９９８： ８３唱９２．

［１１］ ＶＬＡＳＳＩＳ Ｎ， ＭＯＴＯＭＵＲＡ 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ｅ唱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IEEE Trans on Neural Net唱
works， ２００１， 12（３）： ５５９唱５６５．

［１２］ 付卫红， 杨小牛， 刘乃安， 等．基于概率密度估计盲分离的通信

信号盲侦察技术［ 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６，

34（１０）： ２４唱２７．

［１３］ 高鹰．基于小波概率密度函数估计的盲信号分离算法［ Ｊ］．广州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６， 5（６）： １５唱１８．

［１４］ 胡波平， 何选森．盲源分离的 ＳＶＭ 概率密度函数估计算法［ Ｊ］．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２００９， 45（１７）： １４２唱１４４．

［１５］ ＶＡＰＮＩＫ Ｖ Ｎ．统计学习理论的本质［Ｍ］．张学工，译．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１８７唱２００．

［１６］ 张κ， 张素， 章琛曦， 等．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概率密度估计方法

［ Ｊ］．系统仿真学报， ２００５， 17（１０）： ２３５５唱２３５７．

［１７］ 杨行峻， 郑君里．人工神经网络与盲信号处理［Ｍ］．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３３９唱３５７．

［１８］ ＰＨＡＭ Ｄ Ｔ， ＧＡＲＡＴ Ｐ．Ｂｌｉ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ｑｕａｓｉ唱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IEEE
Trans on Signal Processing， １９９７， 45（７）： １７１２唱１７２５．

［１９］ ＣＩＣＨＯＣＫＩ Ａ， ＵＮＢＥＨＡＵＥＮ Ｒ， ＭＯＳＺＣＺＹＮＳＫＩ Ｌ， et al．Ａ ｎｅｗ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ｂｌｉ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 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ＩＳＡＮＮ．１９９４： ４０６唱４１１．

（上接第 ３０８９ 页）

参考文献：
［１］ ＳＩＲＩＷＯＮＧＰＡＩＲＡＴ Ｗ Ｐ， ＳＡＤＥＫ Ａ Ｋ， ＬＩＵ Ｋ Ｊ 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 ＯＦＤ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IEEE

Trans on Communications， ２００８， 7（７）：２４３０唱２４３５．

［２］ ＳＡＤＥＫ Ａ Ｋ， ＳＵ Ｗ， ＬＩＵ Ｋ Ｊ Ｒ．Ｍｕｌｔｉ唱ｎｏ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唱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IEEE Trans on Signal Processing，

２００７， 55（１）：３４１唱３５５．
［３］ ３ＧＰＰ ＴＳ ３６．３００．Ｅ唱ＵＴＲＡ ａｎｄ Ｅ唱ＵＴＲ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８）［Ｓ］．２００８．

［４］ ＧＥＮＣ Ｖ， ＭＵＲＰＨＹ Ｓ， ＹＵ Ｙ， et al．ＩＥＥＥ ８０２．１６ｊ ｒｅｌａｙ唱ｂａｓｅｄ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Ｊ］．IEEE Wireless Com唱

munications， ２００８， 15：５６唱６５．

［５］ ＫＡＮＥＫＯ Ｍ， ＰＯＰＯＶＳＫＩ Ｐ．Ｒａｄｉ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ｙ唱ａｉｄｅ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ｏｆｄｍ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ＣＣ．２００７：

４８３１唱４８３６．

［６］ ＫＩＭ Ｂ Ｇ， ＬＥＥ Ｊａｎｇ唱ｗ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ＦＤ唱
ＭＡ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ｉｔｈ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ａｔ ｒｅｌ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ＩＥＥＥ ＷＣＮＣ．２００９．

［７］ ＰＩＳＣＨＥＬＬＡ Ｍ， ＢＥＬＦＩＯＲＥ Ｊ唱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ｏＳ唱ａｗａｒｅ
ＯＦＤＭＡ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IEEE Tra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２００９， 58 （４）：１７６６唱１７７５．

［８］ ＳＯＮＧ Ｇｕｏ唱ｃｏｎｇ， ＬＩ Ｙｅ．Ｃｒｏｓｓ唱ｌａｙ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ＦＤＭ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唱Ｐａｒｔ Ⅱ：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IEEE Trans on Com唱

munications， ２００５， 4（２）：６２５唱６３４．
［９］ ＫＵＯ Ｗ Ｈ， ＬＩＡＯ Ｗ．Ｕｔｉｌｉｔｙ唱ｂａｓｅ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ＩＥＥＥ ＧＬＯＢＥＣＯＭ．２００５．

［１０］ ＬＡＮＥＭＡＮ Ｊ 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ｌｇｏ唱
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 Ｄ］．［ Ｓ．ｌ．］：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唱ｙａｎ， ＭＡＯ Ｙｕ唱ｍｉｎｇ， ＷＵ Ｆａｎ．Ｌｏｗ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ｔｙ唱
ｂａｓｅｄ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ＯＦＤＭ ｗｉｒｅ唱
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 ／／Ｐｒｏｃ ｏｆ ＩＣＣＣＡＳ．２００９：４８唱５２．

·９９０３·第 ８ 期 栾海妍，等：基于邻域风险最小化概率密度估计的自适应盲分离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