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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下限需求的用户暂不进行通信"仿真结果表明!改进算法的系统和速率会有所降低!但在信噪比较低时与

传统算法的和速率差距很小!而随着信噪比增加和速率差距趋于稳定#同时!由于系统不再受到不满足速率下限

需求用户的干扰!其误码性能会有较大提高"因此!该算法实现了系统和速率与通信用户性能的较好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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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信道信息后对用户进行调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容量和性能%然而"在很多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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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结果表明"由于过滤了部分用户"该算法的系统

和速率会有所降低"与传统算法的和速率差距在信

噪比较低时很小"随着信噪比增加将趋于稳定$同

时"由于新算法降低了通信用户所受到的干扰"系

统中通信用户的误码性能会有较大提高%这表明"

新算法实现了系统和速率与通信用户误码率性能

的较好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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