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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多小区下行链路中的多用户之间的同频干扰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迫零型预编码方法"

该方法基于线性代数的正交投影原理!构造联合干扰信道矩阵!将目标用户的信道矩阵投影到联合干扰

信道的零空间"由此构造的预编码矩阵可以使得目标用户不会对其他用户产生干扰"相比于传统的预

编码方法!此方法在低信噪比区域性能较优!但是在高信噪比区域不如传统方法!所以结合两种方法的

特点!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一种自适应预编码方法!并且分析对比了
)

种方法的计算复杂度"仿真结果表

明#自适应预编码方法在整个信噪比区域均优于传统方法!而运算复杂度略高于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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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何抑制或者消除小区间或用户间干扰已经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

*

(与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相

比!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一个新要求是提高小区边缘用户的信号质量!因为小区边缘用户的信号往往

经历深衰落和容易受到相邻小区用户的干扰(为了解决该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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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等价于一个超级单小区多天线系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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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下行多小区联合传输方案的基本框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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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作小区间共享!而不需要用户数据共享!这将大大降低系统的回程线路因

共享数据带来的负担(为了提高边缘小区用户的信号质量!同时考虑到用户的公平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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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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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正交投影原理!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多用户预编码方法!将多发单收系统的预编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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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发多收系统(但是!虽然该方法在低信噪比区域优于传统方法!但是在高信噪比区域却不如传统方

法(本文结合两种方法的特点!进一步提出了一种自适应的预编码方法!并采用计算机仿真对比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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