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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升移动边缘计算（Mobile Edge Computing，MEC）系统的吞吐量，本文研究了

基于有源可重构智能表面（ 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 ， RIS ）与解码转发

（Decode-and-Forward，DF）中继协同辅助的速率分割多址接入（Rate Splitting Multiple Access，

RSMA）的 MEC 系统。该系统通过部署有源 RIS 优化信号传输条件，并利用 DF 中继扩展

通信范围，同时采用RSMA技术提高多用户系统的频谱利用率，DF中继和基站（Base Station，

BS）采用连续干扰消除技术解码接收到的信号。为最大化系统吞吐量，研究了 DF 中继解码

顺序与发射功率、基站接收波束成形和解码顺序、有源 RIS 反射系数以及用户卸载策略的联

合优化问题。为求解该非凸优化问题，提出了一种高效的交替优化算法，并获得了系统吞吐

量最大化问题的次优解。最后，数值结果表明，有源 RIS 与 DF 中继协同辅助能够有效提升

RSMA-MEC 系统的吞吐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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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nhance the throughput of the 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 syste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 rate splitting multiple access (RSMA)-MEC system assisted by a collaborative 

combination of the active 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 (RIS) and the decode-and-forward (DF) 

relay. In this system, the active RIS is deployed to improve the signal transmission condition, 

while the DF relay is employed to extend the communication range. Additionally, the RSMA 

protocol is utilized to enhance the spectrum efficiency in multi-user access scenario, and both the 

relay and the base station (BS) apply the successive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technique to decode 

the transmitted signals. To maximize the system throughput, the joint optimization problem 

involving the relay’s decoding order and transmitting power, the BS’s receiving beamforming and 

decoding order, the active RIS reflection coefficients, and the users’ offloading strategies are 

investigated. An alternat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obtain the suboptimal solution 

for the throughput maximization problem. Finally, numerical results validate that the collaborative  

assistance of the active RIS and the DF relay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throughput performance 

of the RSMA-ME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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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众多实时性应用中的广泛使用，大规模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IoT）设备的计算需求呈现出显著增长趋势[1]。然而，由于制造成本和

物理尺寸的限制，物联网设备的计算能力往往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源密集型应用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瓶颈，移动边缘计算（Mobile Edge Computing，MEC）作为一种有效的技术

手段，能够将物联网设备的计算任务卸载至边缘服务器，有效克服物联网设备在计算能力上

的局限性[2]。文献[3]研究了不同接入协议对 MEC 系统性能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节能优化

策略。文献[4]则提出了几种关键策略以支持任务卸载。然而，在复杂的无线通信环境中，

MEC 系统的性能和效率可能会受到不利传播条件的制约，这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导致传输速

率下降、延迟增加，甚至出现通信中断，从而严重影响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QoS）。 

可重构智能表面（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RIS）被视为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

景的关键技术，能够显著改善无线通信环境中的信号传输质量，从而提升通信系统的性能[5]。

具体而言，RIS 通常由多个无源反射单元（Reflecting Elements，REs）组成，这些单元通过

动态调整信号的反射系数来改变无线信号的传播路径。通过这种方式，RIS 能够在 MEC 系

统中增加额外的传输链路，优化信号的传播环境，从而提升信号质量和系统的整体性能。根

据文献[6]和[7]，部署无源 RIS 可以显著提升 MEC 网络中物联网设备的卸载效率。然而，双

衰落效应会显著降低无源 RIS 的性能[8]。为此，文献[8]和[9]提出采用有源 RIS 技术，以有

效克服双衰落问题，进而增强信号功率并提升物理层的安全性。与无源 RIS 不同，有源 RIS

配备有源反射放大器，能够提供额外的功率以增强接收信号的质量。文献[10]通过联合优化

接收端的波束成形与有源RIS 的反射系数矩阵，旨在最大化上行链路中的可达速率。文献[11]

提出了基于有源 RIS 辅助的 MEC 系统，并指出有源 RIS 在信号延迟方面优于无源 RIS。然

而，尽管有源 RIS 在提升信号质量方面具有优势，但其性能仍受限于部署位置和放大噪声的

缺陷，在长距离传输场景中，会由于远场路径损耗效应使得信道增益减小，进而影响传输性

能。 

为克服无线通信中的远场路径损耗影响，采用中继进行传输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以

提升通信质量、扩大通信覆盖范围[12]。具体来说，中继通过在信号链路中引入中间节点，

能够缓解信号衰减、减小传输延迟，并改善远场路径损耗带来的影响。通过合理部署中继，

基站（Base Station，BS）可以在远离部署位置的区域提供稳定的信号覆盖，从而有效提升

系统的整体通信质量和可靠性[13]。放大转发（Amplify-and-Forward，AF）策略是常见的中

继处理方式[14]，AF 中继接收到来自源节点的信号后，对其进行放大或增强，然后将放大的

信号直接转发给目标节点，因其不需要对信号进行解码，故 AF 策略的处理复杂度较低[15]。

然而，AF 策略存在明显缺陷，即 AF 中继并不对信号进行解码或错误校正，在处理信号时

会同时放大信号和噪声，这在远程通信中可能导致噪声累计，从而影响解码性能。与之相比，

解码转发（Decode-and-Forward，DF）策略通过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解码后重新编码再转发，

能够纠正接收到的信号中的错误，避免了噪声的进一步放大，从而有效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和

信号质量[16][17]。中继技术已在多个无线通信应用中展现出优势，包括认知无线电[18]、设备

到设备通信[19]、大规模 MIMO
[20]和毫米波网络[21]等。同时，将 RIS 与 DF 中继技术相结合

已被证明能够显著提升系统的频谱效率、能量效率以及整体速率性能[22]。文献[23]研究了无

源 RIS 辅助的中继解码转发系统，基站信号经过多次 RIS 反射后传递至中继，随后 DF 中继

将其转发给用户。文献[24]提出了无源 RIS 辅助的基于时分复用的双跳 DF 中继传输系统。

然而，由于大量物联网设备引发的频谱资源紧张，有限的频谱成为制约无线通信系统性能的

关键瓶颈。尽管DF中继和有源RIS技术在改善通信质量和系统覆盖范围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但其性能在设备密集型环境中受到频谱资源有限性的制约，难以满足大规模设备接入和高效

频谱利用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速率分割多址（Rate Splitting Multiple Access，RSMA）技术作为一种新

颖、通用且高效的多址接入框架，能够显著提升频谱效率[25]。具体而言，RSMA 通过将用

户的速率划分为多个子消息，并利用连续干扰消除（Successive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SIC）

技术在基站处进行解码，从而优化多用户系统中的数据传输和干扰管理。RSMA 在多用户

上行和下行传输中展现了出卓越的可靠性与鲁棒性[26]。与传统多址技术相比，RSMA 在上



行数据传输中理论上能够实现完整的容量区域，揭示了其在上行链路传输中的巨大潜力[27]。

文献[28]提出了一个上行 RSMA 系统框架，其总体速率性能优于非正交多址（Non-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NOMA）技术。基于这一成果，文献[29]聚焦于无源 RIS 辅助的上行 RSMA

系统，并设计了一种低复杂度的解码序列，为解码顺序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为进一步

提高系统成功解码的概率，文献[30]研究了基于随机部署的用户配对的 RSMA-MEC 系统，

结果显示其性能优于现有的 NOMA-MEC 方案。 

受到上述研究的启发，本文提出一种有源 RIS 与 DF 中继协同辅助的 RSMA-MEC 系统

架构。该系统通过部署有源 RIS 以优化信号传输条件，利用 DF 中继扩展通信范围，并结合

RSMA 技术以提高多用户系统的频谱利用率，在此过程中，DF 中继与基站采用 SIC 技术解

码接收到的信号。随后，我们通过联合优化 DF 中继解码顺序与发射功率、基站接收波束成

形和解码顺序、有源 RIS 反射系数以及用户卸载策略，以最大化系统吞吐量。为了有效解决

该问题的非凸性，我们设计了一种高效的交替优化算法。具体来说，针对基站接收波束成形

问题，我们采用线性最小均方误差（Minimum Mean Square Error，MMSE）准则得到了闭式

解；对于用户卸载策略和 DF 中继发射功率的优化，我们基于速率 -最小均方误差

（Rate-Minimum Mean Square Error，Rate-MMSE）准则进行了设计；为优化有源 RIS 反射

系数，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二次约束二次规划（Quadratically Constrained Quadratic 

Programming，QCQP）的方法；对于 DF 中继和基站的解码顺序，我们采用了一种低复杂度

的算法，以获得次优解。对上述各个子问题交替优化逐次求解，并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所提

算法的收敛性。最后，提供了数值结果以评估所提方案的性能，结果表明，相较于无源 RIS

方案、NOMA 方案和正交多址接入（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OMA）方案，本文提出的

有源 RIS 与 DF 中继协同辅助 RSMA-MEC 方案能够获得更高的系统吞吐量增益。 

2.系统模型 

如图 1 所示，考虑一个有源 RIS 与 DF 中继协同辅助的 RSMA-MEC 系统。该系统包括

一个配备M 根天线的基站、一台 MEC 服务器、一个包含𝑁个反射单元的有源 RIS、一个单

天线 DF 中继，以及K 个能量受限的单天线用户 , {1,2,..., }kU k KK 。假设用户均采用

部分卸载策略，即
kU 的计算任务既可以利用本地的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进行计算，也可以通过卸载到 MEC 服务器来并行处理。具体来说，计算任务分为本

地计算阶段和任务卸载阶段。在本地计算阶段，用户根据自身计算能力和任务需求利用本地

CPU 直接处理任务，无需依赖 MEC 服务器；在任务卸载阶段，用户将部分计算任务通过网

络传输到 MEC 服务器进行处理，利用 MEC 服务器强大的计算能力提升任务处理效率，减

轻用户的计算负担。在任务卸载阶段，时长为T 的传输时隙被平均分为两个子时隙，子时

隙的持续时间分别用
1t 和

2t 表示，并满足
1 2 / 2t t T  。在

1t 时间内，
kU 的卸载任务在有

源 RIS 的辅助下通过 RSMA 方式传输至 DF 中继；在
2t 时间内，DF 中继通过 RSMA 方式

将重新编码的消息传输至基站。在上述过程中，
kU 的发射信号被划分为 J 份子消息；DF 中

继首先对接收到的每个用户的子消息进行解码，并根据解码结果对信号进行合并，随后，重

编码后的信号也被划分为 J 份子消息。这些子消息均以不同的发射功率进行传输，且 DF 中

继和基站利用 SIC 解码接收到的消息。假设基站和 MEC 服务器部署在同一位置并通过光纤

连接[6]，因此基站与 MEC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延迟可以忽略不计。 

kU 与有源 RIS、有源 RIS 与 DF 中继、
kU 与 DF 中继、DF 中继与基站的上行信道系数

分别用
1N

k

h 、
1 NH 、

1 1

k

g 、 1MG 表示。假设各个信道均遵循准静态平

坦衰落模型，并且可以通过文献[31]提出的方法准确获取信道状态信息。 



 

 

图 1 系统模型 

Fig.1 System model 

 

1）本地计算阶段 

在用户的本地计算阶段，令 , 1,2...,kf k K 表示
kU 的本地计算频率，

k 表示
kU 计算

1bit 数据所需的 CPU 转数。根据文献[32]，
kU 在本地计算阶段能够处理的比特数可以表示

为
,

k k
lo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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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 的能量消耗可以表示为
3

,loc k k k kE f  。其中，
k 和

k 分别是
kU 本地

计算的能量效率系数和本地计算时间，且0 k T  。 

2）任务卸载阶段 

在
1t 时间内，每个用户的卸载任务被分为 J 份子消息，并以不同的发射功率在同一频带

向 DF 中继传输。令 ,

UE

k js 表示
kU 发射的第 j 条子消息， {1,2,..., }j JJ ， ,

UE

k jp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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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js 的

发射功率。则
kU 的发射信号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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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n  分别表示幅度和相位，且有源 RIS 配备的有源负载使得 1n  [10]。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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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θ 表示有源 RIS 的反射系数向量，则 DF 中继接收到的信号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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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diag( ) N N Θ θ 为 有 源 RIS 的 反 射 系 数 矩 阵 ，
2

2(0, )N Iu C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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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 In CN 分别表示有源 RIS 处和 DF 中继处的热噪声，其功率分别为
2

2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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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中继接收到来自各用户的子消息 ,

UE

k js 后，对其进行解码的顺序可以表示为集合

,{ : ,  }Ue El

k j

R ay s k j   K J [28]，即以 Relay 中所排列 ,

UE

k js 的顺序对这些子消息依次解码。

具体而言，DF 中继利用 SIC 将解码顺序处于 ,

UE

k js 之前的所有子消息成功解码，而将剩余子

消息视为干扰。令 Relay Relay  ，
Relay 表示在 DF 中继处所有可行的子消息解码顺序的集

合，则 DF 中继处接收到 ,

UE

k js 的信干噪比（Signal to Interference plus Noise Ratio，SIN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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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农公式， ,

UE

k js 的传输速率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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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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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 为传输带宽，为通信负载。则
1t 时间内的总传输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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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t 时间内，DF 中继将接收到的信号 Relay

y 解码转发后传输至 BS，BS 接收到的消息

为 

 ReS layB s Gy v,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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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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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J

表示 DF 中继的发射信号， ,

Relay

k js 表示 DF 中继对于
kU 的

第 j 条子消息进行重编码后的消息， ,

Relay

k jp 表示 ,

Relay

k js 的发射功率，
2

3(0, )M Iv CN 为 BS

处的热噪声，其功率为
2

3 。 

假设BS使用线性接收波束成形技术解码接收到的信号，令 ,k jw 表示接收波束成形向量，

1,1 2,2 ,[ , ,..., ]H M K J

K J

  W w w w 表示接收波束成形矩阵，则 BS 处恢复的信号表示为 

  RH elayBS Hs s  y vW W G  (7) 

与 DF 中继解码过程类似，BS 端解码顺序为 ,{ :  ,  }BS BS

k

Rel 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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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处的信干噪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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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Relay

k js 的传输速率可以表示为 

 , ,log(1 ),B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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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2t 时间内的总传输速率为 

 
,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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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32]，任务卸载阶段的总传输速率为 

 min( , ).BS

offloa

l

d

Re ayR R R  (11) 

综上，在传输时隙T 内，系统的吞吐量可以表示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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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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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问题构建 

基于上述系统模型，本节构建了关于 DF 中继的解码顺序 Relay 和发射功率

1,1 1,2 ,[ , ,..., ]Relay Relay Relay Relay

K Jp p pp 、基站的接收波束成形矩阵W和解码顺序 BS 、有源 RIS



的 反 射 系数 矩 阵 Θ 、
kU 的 发 射 功 率 1 , 1 1 , 2 ,[ , , . . . ]U E U E U E U E

K Jp p pp 、 本 地计 算频 率

1 2[ , ,..., ]Kf f ff 和本地计算时间
1 2[ , ,..., ]K   的联合优化问题，以最大化系统吞吐量。

所构建的优化问题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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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 RIS 放大功率预算 ( ( ))aRIS total DC CP P M P P   ，其中、
totalP 、

DCP 、
CP 分

别表示放大器效率、总功率预算、直流偏置功耗和电路功耗[10]， ,max

UE

kp 表示
kU 最大发射功

率， max

Relayp 表示 DF 中继最大发射功率。由于问题 P1 中的目标函数、约束 (C4) 、(C5) 均存

在耦合项，导致问题 P1 非凸，该优化问题难以求解。 

4.问题求解 

针对问题 P1 的非凸性，在本节中，我们设计了一种高效的交替优化算法以高效求解问

题 P1。具体来说，优化变量被分成三个部分，即{ , , , , }UE Relay
p p fW  、{ }Θ 和{ , }Relay BS  ，

通过交替优化每个部分优化变量对应的子优化问题，实现原优化问题 P1 的求解。 

1）求解W、 、 UE
p 、 Relay

p 和 f 。 

在给定有源 RIS 反射系数矩阵Θ、DF 中继解码顺序 Relay 和基站解码顺序 BS 后，基

于文献[10]所提出的线性 MMSE 方法， ,k jw 的最优解
*

,k jw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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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由于约束 (C5) 中的耦合项，问题 P1 仍非凸。对于任意
,loc kE ，我们可以将其改

写为

1
23

, 3
,

1 loc k

loc k k

k k

E
R 

 

 
  

 
，由该式可以看出，

,loc kR 随着
k 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可以得

到
k 的最优值为 *

k T  ，即
kU 应在时隙持续时间T 内一直进行本地计算。于是，约束 (C5)

可以改写为
3 max

,(C8): ,  ,  
2

UE

k k k j k

j

T
f T p E k j



     
J

K J 。此时，问题 P1 可简化为 



,
P2     max min( , )

2

. .  (C1),  (C4),  (C6),  (C8).

UE Relay

Relay BS k

k k

T fT
R R

s t




 

K

：
f, p p  

由于目标函数的耦合性，问题 P2 难以直接求解。注意到
RelayR 只与

1t 时间有关，而
BSR

只与
2t 时间有关，两者之间没有直接依赖关系。因此，为有效解决该问题，我们采用分段优

化法，将问题 P2 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子问题，分别求解并通过比较结果获得最小值作为最优

解。这一方法不仅能避免耦合导致的复杂度，还能使得每个子问题的求解过程更加高效和明

确。具体来说，将问题 P2 转化为 

P3-A     max
2

. .  (C1),  (C4),  (C6),  (C8).

UE

Relay k

k k

T fT
R

s 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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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B     max

2

. .  (C1),  (C6).

Relay

BS k

k k

T fT
R

s t




 

K

：
f p  

为求解 P3-A，提高多用户检测（Multiple-User Detection，MUD）增益，我们在 DF 中

继处使用最小均方误差检测方法。利用文献[34]提出的 Rate-MMSE 方程，
kU 的卸载量可以

表示为 

  , , , , ,l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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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0k jq  为辅助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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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问题 P3-A 可以改写为 

 , , ,
,

P4     max ln 1
2 ln 2

. .  (C1),(C4), (C6), (C8), 0.

UE

k
k j k j 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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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1 1,2 ,,  ,  ..., K Jq q q   q 。此时，P4 已被转化为凸优化问题，可以使用凸优化工具

CVX 进行求解。同理，P3-B 也可利用同样的方法求解，在此不再重复。获得问题 P3-A 和

P3-B 的最优解后，需比较两者大小，取最小值为问题 P2 的最优解。 

2）求解Θ  

固定其他参数，有源 RIS 反射系数矩阵的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2 2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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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位和幅度的耦合关系，问题 P5 非凸。传统的 RIS 优化算法无法有效解决该问题，

原因在于有源 RIS 在目标函数分母部分引入了额外的噪声项，从而将问题转化为一个二次分

式规划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该问题，我们采用文献[30]中的分式规划（Fractional Programming，

FP）方法来处理 P5 的非凸性，将 P5 转化为标准的 QCQP 问题。具体来说，通过引入辅助



变量
1,1 1,2 ,, ,..., K J     ρ ，采用拉格朗日对偶变换[10]，问题 P5 中的目标函数可以等价地

重新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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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30]，可以得到ρ的最优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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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辅助变量
1,1 1,2 ,, ...,  K J     χ ，此时

1f 可以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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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χ的最优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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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转换，P5 可以重新表述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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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ρ和 χ的最优解已经得到，此时的 P6 是关于θ的标准 QCQP 问题，可以通过 CVX

工具得到θ的最优解。 

3）求解 Relay 和 BS 。 

在 RSMA 系统中，恰当的解码顺序能够有效降低干扰，提高系统性能。解码顺序的优

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
P7   max min( , )

2

. .  (C2)     ,  .

Relay BS

Relay BS

Relay Relay BS BS

T
R R

s t

 

  

：   
 

尽管穷尽法可以确保获得最优的解码顺序，但由于其计算复杂度非常高，随着用户数量

的增加，穷尽法的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导致计算时间和资源消耗急剧增加，从而在实际应

用中难以实现。为了克服这一挑战，我们采用文献[29]中的低复杂度算法，利用实际信道增

益获得更高效的解码顺序，从而在接近最优解的同时显著降低了计算复杂度。利用这一算法，

DF 中继和 BS 的解码顺序可以分别表示为 

 
2

,

,

1
(1 ),R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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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 elayj

k

o h
SINR

  (20) 

 
2

,

,

1
G (1 ),BS

k j BS

k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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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其中，
2

k kh  h gHΘ 表示
kU 与 DF 中继之间的实际信道增益，

2
G  G 表示 DF 中继和

BS 之间的实际信道增益。 ,

UE

k js 和 ,

Relay

k js 的解码顺序分别由 ,

Relay

k jo 和 ,

BS

k jo 的降序决定。 

算法 1 描述了 P1 的求解步骤。该算法的计算复杂度主要取决于步骤 3 和 5，根据文献

[35]，求解步骤 3 的复杂度为 2 3( max( , ) )KL N L NLO ，求解步骤 5 中 QCQP 问题的计算

复 杂 度 为
3( 1(1 2 ) )L L L O [36] ， 因 此 本 文 所 提 出 算 法 的 计 算 复 杂 度 为

4.5 2 3( max( , ) )L KL N L NL O 。 

 

算法 1 交替优化算法 

Algorithm 1 Alternat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 

1、初始化 UE
p 、 Relay

p 、 f 、Θ、 W 、 、 Relay 和 BS ，设置迭代次数 1iter  。 

重复： 

2、求解（13），获得 W ； 

    3、求解P2，获得 UE
p 、 Relay

p 和 f ； 

    4、求解（20）和（21），获得 Relay 和 BS ； 

    5、求解P6，获得Θ； 

6、设置 1iter iter  ； 

循环直至 ( ) ( 1)| |iter iter

total totalR R   ，  为迭代结果允许的误差系数。 

5.仿真与实验 

本节对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分析。考虑仿真的网络拓扑为二维坐标系统，DF 中继、有

源 RIS 和 BS 的坐标分别为(0, 0)m、(10, 0)m 和(-100, 0)m，用户随机分布在一个以(10, 2)为

圆心、半径为 1 米的圆形区域内。仿真所用信道由大尺度衰落和小尺度衰落两部分组成，其

中大尺度衰落信道建模为
0 0( ) ( / ) aP d L d d  ， a 为路径损耗因子， 0 1d  m 为参考距离，

0 30L   dB， d 表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之间的距离。
kU 与 DF 中继之间的路径损耗因子设

置为 3.5，其余链路的路径损耗因子设为 2.2
[37]。各链路的小尺度衰落服从莱斯衰落[13]，例

如，DF 中继与 BS 之间的小尺度信道表示为
1 1

LoS NLoS
r r

r r

 

 
 

 
G G G ，其中

LoS

G

表示视距（Line of Sight，LoS）信道分量，
NLoS

G 表示非视距（Non Line of Sight，NLoS）

链路中均值为零、单位方差为圆对称复高斯随机变量的瑞利衰落分量，
r 表示 DF 中继与

BS 之间的莱斯因子。其余链路间小尺度信道与 DF 中继和 BS 间小尺度信道的定义类似。仿

真参数设置如表 1 所示。此外，为对本文所提方案进行相关性能分析，采用如下方案作为参

照方案进行对比： 

·全本地计算：用户的所有计算任务均由其本地 CPU 执行； 

·全卸载：用户的所有计算任务利用 RSMA 技术通过有源 RIS 反射链路和直连链路传

输至 DF 中继，再由 DF 中继利用 RSMA 技术传输至 BS，并由 MEC 服务器进行计算。 

·NOMA：用户和 DF 中继均通过 NOMA 技术传输计算任务，基站利用连续干扰消除

技术解码消息。 

·OMA：用户和 DF 中继均通过 OMA 技术传输计算任务。 

·无源 RIS：用户的发射信号通过无源 RIS 反射至 DF 中继。 

 

表 1  仿真参数设置 

Table 1 Simulation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参数 含义 数值 

K  用户数量 4 

J  子消息数量 2 

T /s 时隙持续时间 1 

M  BS天线数量 4 

N  RIS反射单元数量 10 

B /MHz 带宽 0.2 

2

1 /dBm RIS处噪声功率 -30 

2

2 /dBm DF中继处噪声功率 -30 

2

3 /dBm BS处噪声功率 -30 

  通信负载 1.1 

r  莱斯因子 10 

k  能量效率系数 0.7 

k /(bit/s) 浮点运算次数 1 

max

kE /J 用户最大能量 1.2 × 109 

max

Relayp / dBm DF中继最大转发功率 10 

,max

UE

kp / dBm 用户最大发射功率 10 

max

kf /(cycle/s) 本地计算最大频率 1200 

 

本文所提算法的收敛性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以明显看出，算法仅经过 3 次迭代便能快

速收敛，表明该算法在求解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收敛性和高效性。此外，与传统的 NOMA 和

OMA 方案相比，RSMA 方案表现出更为优越的性能。这一优势主要源于 RSMA 方案能够更

高效地利用频谱资源，通过精确的资源分配和干扰管理，提高系统的吞吐量。 

系统吞吐量随 RIS 反射单元数量 N 的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所有方案的性能均随着 RIS

反射单元数量的增加而得到明显提升。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随着反射单元数量的增加，通

过 RIS 辅助的通信链路能够有效增加接收端的信号强度，从而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和质量。

此外，由于有源 RIS 不仅能够反射信号从而改善信号传输路径，还能够放大接收到的信号，

这使得有源 RIS 方案相较于无源 RIS 方案在吞吐量上表现出更高的增益。 

图 4 展示了路径损耗因子与系统吞吐量之间的关系。随着路径损耗因子的增加，系统的

吞吐量逐渐下降。这是由于较高的路径损耗因子通常意味着信号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更强的

衰减，导致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功率减弱，从而限制了数据传输速率和系统性能。与无源

RIS 方案相比，采用有源 RIS 显著提升了系统吞吐量。这表明有源 RIS 在面对不利的传播环

境时，能够通过放大反射信号，克服信号衰减和减小路径损耗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升系

统的吞吐量和通信质量。 

系统吞吐量随 RIS 与中继距离的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当
kU 与中

继距离 RIS 距离相等时，系统吞吐量达到最小值；而当 RIS 向
kU 或中继偏移时，系统吞吐

量逐渐增加。这表明，RIS 的位置对系统吞吐量有明显影响，且合理调整 RIS 的位置有助于

优化吞吐量表现。进一步对比无源 RIS 方案和有源 RIS 方案下，系统吞吐量随 RIS 位置变

化的趋势，能够看出，有源 RIS 方案下的系统吞吐量受 RIS 位置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具

体而言，由于有源 RIS 具备对相位和幅度参数的动态调节能力，对于信号的反射可以更精确

地根据位置进行优化，从而使得系统吞吐量随着 RIS 位置的改变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和

提升。 

 



 
图 2 交替优化算法收敛性 

Fig.2 Convergence behaviors of the alternat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  

 

 
图 3 系统吞吐量随 RIS反射单元数量 N 的变化情况 

Fig.3 System throughput versus the number of REs 

 

图 6 展示了用户最大发射功率对系统吞吐量的影响。可以看出，除了全本地计算的方案

外，其他方案的吞吐量随着最大发射功率的增加而得到提升，且本文提出的部分卸载方案的

表现优于全本地计算和全卸载的方案。其原因在于，通过部分卸载，用户的计算任务能够同

时由本地 CPU 和 MEC 服务器协同处理，这种分布式计算方式显著增强了 MEC 系统的数据

处理能力，尤其在高发射功率的条件下，MEC 服务器可以更有效地承担计算任务，从而提

高数据处理效率，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的吞吐量。 

 



 
图 4 系统吞吐量随路径损耗因子的变化情况 

Fig.4 System throughput versus the pass loss exponent 

 

 
图 5 系统吞吐量随 RIS与中继距离的变化情况 

Fig.5 System throughput versu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RIS and the relay 



 
图 6 系统吞吐量随用户最大发射功率的变化情况 

Fig.6 System throughput versus users’ maximum transmit power 

6.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有源 RIS 与 DF 中继协同辅助的 RSMA-MEC 系统架构。该系统通过部

署有源 RIS 来增强信号增益，并利用 DF 中继扩展通信范围，同时采用 RSMA 技术优化任

务卸载和干扰管理。为了最大化系统吞吐量，研究了 DF 中继解码顺序与发射功率、基站接

收波束成形和解码顺序、有源 RIS 反射系数以及用户卸载策略的联合优化问题。随后，提出

一种高效的交替优化算法并获得了系统吞吐量最大化问题的次优解。最后，数值结果验证，

有源 RIS 与 DF 中继协同辅助能够有效提升 RSMA-MEC 系统的吞吐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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