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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速移动环境下多普勒频偏造成移动信道的快衰落和正交频分复用"-./0#系统中子载波

间干扰"121#问题!提出了一种适合快衰落环境的-./0系统子载波间干扰抑制算法+采用接收符号移

位抵消方式消除符号子载波对远处其他子载波的干扰!再运用 频 域 邻 道 干 扰 滤 波 方 式 消 除 其 对 相 邻 子

载波的干扰!而快衰落的时变信道特性采用梳状导频方式跟踪估计+利用移位抵消后特殊的子载波间干

扰分布特性!简化了信道传输矩阵以及邻 道 干 扰 抵 消 算 法+通 过 合 理 设 计 训 练 符 号!提 高 了 在121环 境

下信道估计的准确性!从 而 获 得 带 宽 效 率 和 复 杂 度 的 均 衡+仿 真 结 果 表 明!该 算 法 可 有 效 改 善121对

-./0系统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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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正交频 分 复 用!-./0"技 术 已 被 许 多 新 一 代 宽 带 无 线 通 信 系 统 所 采 纳#如C(L#WX54和

W=05Y等+尽管移动信道中存在多径传播等不利因素#但是-./0具有强健的对抗多径衰落的能力+由于

采用正交子载波#-./0系统有着很高的频谱利用率+但是#常规-./0 系统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对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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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相位偏移的敏感性!由于移动环境引起的多普勒效应或者载波频率同步误差都会导致频率偏移+频率偏

移使子载波间失去正交性!从而产生载波间干扰"121#+目前!已有多种方法来减少121的影响!包括121自消

除方案$%%!频域均衡方案$!%!时域加窗方案$(%!频偏估计和补偿方案$,%等+基于重复符号的121自消除方案是

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抑制-./0系统中121的方法!但是带宽利用率只有&"\!而其他方案往往比较复杂+
而且!在快衰落环境下如何保持121抑制算法的性能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仍关注121消除技术以及在快衰落环境下如何改善-./0通信系统对频率偏移的敏感性问题+在
借鉴干扰自消除和频域均衡与滤波思想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基于接收机前置抵消处理的频域邻道干

扰滤波方案以抑制121对-./0通信系统性能的影响+在接收端!利用接收符号移位抵消算法$&%尽可能抑

制符号子载波对远处其他子载波的121干扰!再结合信道估计消除移位抵消算法本身带来的邻道干扰!并获

得发端符号的估值+为了保证快衰落环境下信道估计的可靠性!采用梳状导频方案+同时!充分利用移位抵消

后干扰分布的特点来简化邻道干扰抵消算法!并通过合理设计导频符号来提高121环境中信道估计的准确

性+与采用重复符号的121自消除方案相比!可获得较高的带宽利用率+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可有效抑制

-./0通信系统中载波间干扰的影响+

<!抑制方案与收发机结构

采用本抑制方案的收发机结构如图%所示!与常规-./0系统不同的仅仅是发送端需按要求插入相应

的梳状导频和训练符号!而在接收端完成各种干扰抵消处理+发送端将调制器映射来的一组频域符号0"&#!
等间隔插入导频后!经过1..3变换得到相应-./0 符号1",#!再经过相应处 理 后 传 输+在 接 收 端!经 过

..3变换后!首先进行接收符号移位抵消处理!具体操作为&接收符号!"2#分成相同的(路!其中两路各自

向相反方向平移一个符号间隔!再分别与另一路对应做相减处理+经过前面抵消处理后!尽管符号子载波对

远处的其他子载波的121干扰有很大的削弱!但会对相邻的子载波产生干扰!接着可以采用梳状导频和训练

符号进行信道估计!以正确估计出邻道干扰并加以抵消!同时获得对发端符号的正确估计+经过上述处理!

-./0系统中121的影响可以明显降低+

图%!采用抑制算法的收发机结构框图

=!接收符号移位抵消算法

!"#!移位抵消处理

!!按图%所示!在发送端!假设!)3个原始数据符号为0"&#!插入4个梳状导频5"6#后!获得)个待传输

符号7"8#!89"!%!’!):%!且) 9)3;4<
为了简化分析!可以忽略接收信号中的瑞利衰落(传输损耗以及加性白高斯噪声的影响+假设!在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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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实现同步!包括相位"频率和定时同步!但多普勒频移或频率估计误差引起的接收端-./0子载波频率的

偏移=> 仍然存在!且归一化频偏为!9=>#!=!其中!=为子载波间隔+
从发送符号7$8%到接收符号!$8%!收发机与常规-./0系统处理方法相同+因此!与常规-./0 系

统分析方法类似!在接收机..3处理器的输出端接收符号!$2%可表示为&&’

!$2%9"
):%

89"
7$8%(?$8:2%!! $%%

式中?$8:2%为常规-./0系统中第8路和第2 路子载波之间的121系数&%’!可以表示为

?$8:2%9 %)
( %:6QN$D!"$8:2;!%%
%:6QN$D!"$8:2;!%#)%!

< $!%

121系数可以表示某路子载波与其他各路子载波之间相互串扰情况+
接收符号经过前后平移抵消处理后!可表示为

@$2%9!!$2%:!$2:%%:!$2;%%!< $(%
把式$%%代入式$(%!并整理后可得到

@$2%9"
):%

89"
7$8%(&!?$8:2%:?$8:2;%%:?$8:2:%%’9"

):%

89"
7$8%(A$8:2%!< $,%

这样!采用接收符号移位抵消处理算法的-./0系统的121系数可以表示为

A$8:2%9!?$8:2%:?$8:2;%%:?$8:2:%%!< $&%

图!!121系数幅度特性曲线

!"!!$%$干扰分布分析

在) 9)和!9"]!情况下!常规-./0系统的121系数

?$8:2%的幅 度 特 性 曲 线 与 采 用 移 位 抵 消 方 案 的121系 数

A$8:2%的幅度特性曲线 如 图!所 示<图 中 表 明!当 存 在 频 偏

!9"]!时!与常规-./0系统相比!采用接收符号移位抵消处

理后!符号子载波$8:29"%对远处子载波$!#$8:2%#&%
的121干扰分量明显地减少!并且衰减较快!而信号分量则显著

增大+但同时对相邻子载波 $8:2为%!’%的干扰却明显增大!
造成邻道干扰!同样影响相邻子载波的符号传输+

解决邻道干扰问题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一种是邻道插零

方案&&’!即相邻子信道不传数据!而插入零符号!采用间隔子信

道传输方式!避开邻道干扰+此方案尽管简单!但只有&"\的带

宽利用率+另一种则是邻道干扰滤波方案!即结合信道估计!正确估计出邻道干扰!并加以抵消+尽管前一种

方案可以采用差分检测方式!可避免信道估计!但与相关检测相比!会限制每符号电平的数目!并存在(JC左

右的信噪比损失+一般高速-./0系统都采用相关检测的方式!因此可以结合信道估计成果完成邻道干扰

抵消处理+

>!快衰落信道估计与干扰抵消

&"#!估计与抵消方案

!!笔者算法的关键在于121环境中采用梳状导频方案的信道估计+为了简化估计算法!可以充分利用符号

移位抵消处理后干扰分布的特点+由图!可见!经过符号移位抵消处理后!符号子载波对除左右相邻两个子

载波的干扰较大外!对与其距离两个子载波间隔以上的其他子载波的干扰很小!并衰落很快+由式$&%计算可

知!符号子载波在与其距离 分 别 为!个 和(个 子 载 波 间 隔 处 的 干 扰 幅 度 与 其 信 号 幅 度 之 比 分 别 为!\和

"],\+因此!为了简化信道传输矩阵!降低运算量!可以近似认为符号子载波对与其距离两个子载波间隔以

上的其他子载波的干扰为零+这样!信道估计时仅仅考虑相邻的两个邻道干扰!加以估计并抵消+为了保证快

衰落环境下时变信道估计的准确性!采用梳状导频方案!时域方向上连续插入导频!而频域方向上导频间隔

)= 要满足信道相关带宽要求+此时!-./0系统传输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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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传输矩阵

对于一个子载波数为)的-./0系统$相对于第B个-./0符号$7B$6:%$7B$6$7B$6;% 分别表示第6:%$

6$6;%路频域发送符号$而@B$6:%$@B$6$@B$6;%分别表示第6:%$6$6;%路频域接收符号<如果"B$6$6表示第6路

子载波的频域传输系数$而"B$6$6:% 和"B$6$6;% 分别表示7B$6:% 和7B$6;% 在第6路子载波上产生的串扰的频域传

输系数<根据接收符号移位抵消处理后$邻道干扰的分布特点$在只考虑相邻的两个子载波对第6路子载波

干扰的情况下$第6路输出的符号可表示为

@B$6 9"B$6$6:%7B$6:%;"B$6$67B$6;"B$6$6;%7B$6;% !< "##
对于整个-./0系统$可以写成如下矩阵形式

!B 9"B#B;$B!$ ")#

其中#B9%7B$%$7B$!$&$7B$)’̂ 为发送符号矩阵$!B9%@B$%$@B$!$&$@B$)’̂ 为接收符号矩阵$$B为信道的高

斯白噪声矩阵$而信道传输矩阵"B 为仅对角线附近有值的稀疏矩阵+

"B 9

"B$%$%$"B$%$!$"$"$"$"$"$&$"$"$"B$%$)
"B$!$%$"B$!$!$"B$!$($"$"$"$&$"$"$"
"$&$"B$6$6:%$"B$6$6$"B$6$6;%$"$&$"

(

"B$)$%$"$"$"$&$"$"$"B$)$):%$"B$)$

$

%

&

’)

!< "*#

&"&!信道初始估计

为了简化信道估计算法$在-./0系统初始通信阶段首先用一组训练符号对信道进行初始估计+相邻

训练符号间隔至少为两个符号宽度$其余位置全插零$以避免子载波间干扰影响信道估计的准确性+可以取

)= 9,$且保证每个梳状导频位置能与其中一个训练符号对应$则训练符号矩阵%" 可设计为

%" 9 %5%$"$"$"$5!$"$"$&$5&$"$"$&$54$"$"’̂$!&9%$!$&$4! 其中$4 9=<?%)!)=’!$
其相应的符号输出为&" 9 %!%$!!$&$!6$&$!)’̂$代入式")#得

&" 9""%";$" 9
%""$%$%5%$""$!$%5%$""$)$%5%$&$""$&;($&;,5&$""$&;,$&;,5&$""$&;&$&;,5&$&$

""$4;($4;,54$""$4;,$4;,54$""$4;&$4;,54’̂ ;$" 9""%";$"!$
其中$ "" 9 %""$%$%$""$!$%$""$)$%$&$""$&;($&;,$""$&;,$&;,$""$&;&$&;,$&$""$4;($4;,$

!!""$4;,$4;,$""$4;&$4;,’̂!$

%" 9 %5%$5%$5%$&$5&$5&$5&$&$54$54$54’!<
这样$导频位置以及附近的信道和干扰传输系数可以进行如下估计$

"" 9&"%:%" ;$"%:%" !$ "%"#
然后$再利用频域插值算法$可得到初始阶段信道传输矩阵的估计""’
&"’!信道传输矩阵的估计

快衰落环境下$相邻-./0符号对应的信道特性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可以利用前一个-./0 符号

对应的信道传输特性以及本符号内的梳状导频来估计递推其对应的信道传输特性+可表示为

"B 9"B:%!B!$ "%%#
式中"B 为 第B个 -./0 符 号 对 应 的 信 道 传 输 矩 阵$"B:% 为 上 一 个 -./0 符 号 对 应 的 信 道 传 输 矩 阵$

!B 9%#B$%$#B$%$#B$%$&$#B$6$#B$6$&$#B$4$#B$4’为第B个-./0符号中各路梳状导频附近子信道传输特性变化

系数$4 为梳状导频数$4 9=<?%)!)=’$其中#B$6 为第6个梳状导频附近子信道传输特性变化系数$69%$

!$&$4$其数量为)= 个$且数值相同<其对应的)= 个子信道可以被认为在相关带宽内$其具有平坦频率衰

落特性+
为保证估计的准确性$梳状导频理应位于其对应的信道传输特性变化系数相同的子载波区域的中央+但

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其在该区域头部$这样第B个发送的-./0符号中):4 个数据符号和4 个梳状导频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卷



3B!6 分布为

#B 9 "5B!%!7B!%!#!7%!)=:%!5B!!!7B!)=!#!7%!!)=:%!5B!6!7B!$6:%%)=!#!7%!!$6:%%)=:%!5B!4!#!7B!):4&̂!!
把式$%%%代入式$)%得到!B 9"B:%!B#B;$B!进一步得

!B#B 9"#%!B5B!%!#%!B7B!%!#!#B!65B!6!#!#B!45B!):4&̂ 9":%
B:%!B;":%

B:%$B 9
".B!%!.B!!!#!.B!$6:%%)=!#.B!)&̂!<

由此!第B个-./0符号对应的各路梳状导频附近信道传输特性变化系数可以估计为

(!B 9"#B!%!#B!!!#!#B!6!#!#B!4&̂ 9
".B!%’5B!%!.B!)=’5B!!!#!.B!$6:%%)=’5B!6!#!.B!$4:%%)=’5B!4&̂!<

因此!第B个-./0符号的信道传输矩阵可以估计为

"B 9"B:%(!B!< $%!%

&"(!发送符号的估计

在完成信道估计的前提下!按照式$)%!第B个-./0符号所对应的发送端符号的估计为

#B 9":%
B!B;":%

B$B!<

图(!仿真结果曲线

?!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收发同步的 基 础 上!对 衰 落 环 境 下 采 用 本 算 法 的

-./0系统误码率$C@V%性 能 进 行 仿 真+信 道 仿 真 采 用

Z>R6I四径时延模型"’&!最大归一化多普勒频偏为"]!!最
大时延扩展为,#I+采用本算法的-./0系统$UMI+%%载

波数为!&’!符号率为%"’C9;J!采用正交相位$_HU‘%调

制方式!信道估计采用线性最小均方差$00U@%算法!频

域线性插值方式!梳状导频间隔为&!按式$’%计算系统频

带利 用 率 为)"\+为 了 比 较 性 能!把 常 规 -./0 系 统

$UMI+!%和文献"&&提到的采用邻道插零的121自消除算

法的-./0系统$UMI+(%的C@V性能一起仿真!其结果

如图(所示+
可见!由于采用121抑制算法!UMI+%和UMI+(的C@V性能比UMI+!有很大的改善!在相对频偏为"]!

时!UMI+!出现明显的地板效应!而UMI+%和UMI+(尚不明显+UMI+%和UMI+(的C@V性能基本相当!但总体

上!在信噪比方面UMI+%优于UMI+(大致!$(JC左右!这是因为UMI+%采用相干检测方式而UMI+(采用差

分检测方式!并且UMI+%的带宽效率比UMI+(增加了("\+

@!结 束 语

高速移动环境下多普勒频偏往往会造成移动信道的快衰落和-./0 系统的载波间干扰+对此!采用文

中算法可以跟踪快衰落的时变信道特性!并有效抑制子载波间干扰!使得系统的C@V性能有显著的改善+而
且!相对于重复符号的121自消除算法!带宽效率有较大的提高+同时!利用符号移位抵消运算后所形成的子

载波干扰分布特征!可以在121环境下提高信道估计的准确性+由于只需估计传输特性变化系数!而降低算

法复杂度!且运算量大为减少+因此!在算法复杂度和频带利用率方面取得了平衡+

参考文献!

"%&aK>9b! >̂AA:><UL+1<?6B8>BB=6B1<?6BG6B6<86U67G$8><8677>?=9<U8K6:6G9B-./0 09P=7629::;<=8>?=9<UMI?6:I"Z&+

1@@@3B><I9<29::;<!!""%!,*$#%(%%)&$%%*%+
!下转第,**页"

&),第(期!!!!!!!!!!!!!!赵!利等#快衰落环境下-./0子载波间干扰抑制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