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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大气湍流严重影响无线光通信系统性能的问题，研究了基于低密度奇偶校验（ＬＤＰＣ）码和多输入多输

出（ＭＩＭＯ）无线光通信系统性能，给出了基于ＬＤＰＣ码的空时编码 ＭＩＭＯ（ＳＴ ＭＩＭＯ）和重复编码 ＭＩＭＯ（ｒｅｐ

ＭＩＭＯ）系统的解码算法，最后在对数正态模型和Ｋ分布模型下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ｒｅｐＭＩＭＯ系统

性能优于ＳＴ ＭＩＭＯ和单输入单输出（ＳＩＳＯ）系统，ＳＴ ＭＩＭＯ在强湍流情况下性能明显优于ＳＩＳＯ系统，基于

ＬＤＰＣ码的ＳＴＭＩＭＯ和ｒｅｐＭＩＭＯ能取得１０ｄＢ以上的编码增益，并且编码增益随着湍流强度的增大而增加，基

于ＬＤＰＣ码和ｒｅｐＭＩＭＯ的无线光通信系统差错性能更加优异，可以有效提高系统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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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无线光通信具有无须申请频谱、安全保密、信息

容量大、设备尺寸小、功耗低等优点，近年来已经成为

通信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是由于大气衰减、大气

湍流和自然光背景噪声等的干扰，无线光通信的系统

性能受到严重影响［１］。解决方案之一是引入差错控

制编码技术，它可以极大地改善地面无线光通信的误

码性能［２］。低密度奇偶校验（ＬＤＰＣ）码具有吞吐量

大、较低的错误平底、极具高速译码潜力等优点［３］，

非常适合作为高传输速率通信系统的前向纠错

（ＦＥＣ）方案
［４］，目前采用专用集成电路（ＡＳＩＣ）架构

实现的ＬＤＰＣ码译码器吞吐率可达４７．７Ｇｂ／ｓ
［５］，

可较好满足无线光通信的码速率要求。文献［６～９］

对ＬＤＰＣ码在无线光通信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表

ｓ１０５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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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采用ＬＤＰＣ编码的无线光通信系统可以获得优

越的纠错能力并能获得较大的编码增益。上述研究

都是基于大气弱湍流信道模型，但信号光在近地面

水平长程传输中，即使是弱湍流条件，随着传播距离

的增加，信号光到达接收孔径时依然会产生较强闪

烁，而强湍流现象又大多发生在近地面，中强起伏会

对无线光通信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是严重制约大

气无线激光通信发展应用的一个不利因素。文献

［１０］的研究表明基于ＬＤＰＣ码和非对称限幅光正

交频分复用（ＯＦＤＭ）技术的无线光通信系统能够抑

制强大气湍流的影响，但是ＯＦＤＭ的主要作用是抑

制信道色散引起的码间串扰和频率选择性衰落［１１］，

因此 ＯＦＤＭ 在大气无线光通信中的应用较少
［１２］，

多输入多输出（ＭＩＭＯ）系统能有效抑制大气湍流带

来的影响［１］，特别是强大气湍流［１３］，并且可以在不

增加频谱带宽的条件下成倍地提高无线光通信系统

的传输容量［１４］，目前得到广泛关注。文献［１４，１５］

提出了无线光通信中基于脉冲位置调制（ＰＰＭ）的

空时编码方案。文献［１６］提出了基于开关键控

（ＯＯＫ）调制的空时编码方案。文献［１７］研究了强

湍流下重复编码 ＭＩＭＯ（ｒｅｐＭＩＭＯ）的中断概率。

文献［１８］指出基于ＯＯＫ调制的空时编码方案性能

略优于基于ＰＰＭ 的空时编码方案，因此本文基于

ＯＯＫ调制，首先分析空时编码 ＭＩＭＯ（ＳＴＭＩＭＯ）

和ｒｅｐＭＩＭＯ无线光通信在弱湍流和强湍流下的

性能，然后研究基于ＳＴ ＭＩＭＯ 和ｒｅｐＭＩＭＯ 的

ＬＤＰＣ码置信传播译码算法，并分析了系统性能。

２　系统模型

综合考虑系统复杂度和可靠度，无线光通信系

统一般采用强度调制／直接探测（ＩＭ／ＤＤ）方式
［１９］。

图１给出了基于ＬＤＰＣ码和 ＭＩＭＯ的无线光通信

系统方框图。信源产生的信息序列经ＬＤＰＣ编码

后进行交织，其中交织器一般选用块交织器［２０］，然

后进行空时编码，最后对光源进行强度调制，通过发

射天线阵列送入大气信道，另外为了保证各发送信

号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且能被接收端探测器探测到，

要求任意两个激光发射器间的距离犱满足 λ槡犔 ＜

犱＜θ犔，其中θ为光束的发散角，λ为采用的光波长，

犔为传输的距离
［２１］。ｒｅｐＭＩＭＯ与ＳＴＭＩＭＯ区别

在于ｒｅｐＭＩＭＯ不需要空时编码，每个支路发射相

同的信息比特。接收端通过光电探测器把光信号变

成电信号，再通过计算比特置信度、解交织和信道解

码还原出信息比特。地面无线光通信受大气影响，

大气衰减主要影响无线光通信系统的通信距离，而

湍流效应会使光波参量在传输过程中随机改变，影

响系统的通信质量，因此，主要考虑湍流效应带来的

影响［２］。在一个犘×犙的 ＭＩＭＯ系统中，接收端的

犖 个探测器在同一频带内接收信号，每个探测器都

将接收来自犘 个激光器的信号。若接收端已知信

道状态信息，则每个时隙光电探测器的检测输出电

流信号可以表示为

狉狇 ＝∑
犘

狆＝１
ρα狆狇狓狆犐狆狇＋狕狇， （１）

式中ρ为接收机光电转换效率，狓狆 ∈ （０，１）是发送

的二进制信息，狕狇为第狇个接收机的背景噪声场、光

电转换过程以及接收机电路引入的噪声，可认为是

独立同分布的高斯噪声［２２］，犐狆狇 为无湍流状态下的

第狇个接收到来自第狆 个激光器的光强，一般认为

在同一时隙对于任意狆和狇都有犐狆狇＝犐０，α狆狇表示第

狆个激光器到第狇个接收机间大气湍流引起的乘性

噪声，造成接收光强起伏，在弱湍流条件下，光强随

机起伏服从对数正态分布［１４，２０］，α狆狇 的概率密度为

狆（α）＝
１

２槡πσｌｎ犐α
ｅｘｐ －

ｌｎα＋
１

２
σ
２
ｌｎ（ ）犐

２

２σ
２
ｌｎ犐

熿

燀

燄

燅　

，（２）

图１ 基于ＬＤＰＣ码和 ＭＩＭＯ的无线光通信系统框图

Ｆｉｇ．１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ＤＰＣｃｏｄｅｓａｎｄＭＩ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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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
２
ｌｎ犐为对数强度方差。在中强湍流信道条件下，

光强起伏可以认为服从Ｋ分布
［１３］

狆α（α）＝
２狋

（狋＋１）／２

Γ（狋）
α
（狋－１）／２Ｋ狋－１ ２狋槡（ ）α ，α＞０ （３）

式中Γ（·）为Ｇａｍｍａ函数，Ｋ狋－１（·）为狋－１阶第二

类修正Ｂｅｓｓｅｌ（贝塞尔）函数，狋为与闪烁指数σ
２
ｓｉ有

关的信道参数，狋＝２／（σ
２
ｓｉ－１）。

当采用空时编码时，由于无线光通信采用ＩＭ／

ＤＤ方式，其空时编码方式有别于无线电通信领域

的Ａｌａｍｏｕｔｉ空时编码方式，以犘＝２，犙＝１为例，在

每一次编码操作中将２个调制信号狓１ 和狓２ 进行编

码，空时编码矩阵为［１５］

犌＝
狓１ 珚狓２

狓２ 狓
［ ］

１

， （４）

式中珚狓２＝１－狓２。利用大气湍流引起的乘性噪声在

相邻两比特时间内不变这一事实，接收端的信号表

达式为

狉１（１）＝ρ犐０（α１１狓１＋α２１狓２）＋狕（１），

狉１（２）＝ρ犐０（α１１珚狓２＋α２１狓１）＋狕（２），
（５）

式中狉１（１），狉１（２）表示第１个接收机在第１个和第２

个比特时刻接收到的信号，狕是相应的噪声。无信道

编码时，ｒｅｐＭＩＭＯ和ＳＴＭＩＭＯ系统的译码算法

分别参考文献［１，１６］。

３　迭代译码

当基于 ＭＩＭＯ的无线光通信系统采用ＬＤＰＣ

码时，每个接收机在每一个时隙都对应一个软输出。

３．１　置信传播算法

ＬＤＰＣ码的校验矩阵 犎 可以用 Ｔａｎｎｅｒ图表

示［３］，Ｔａｎｎｅｒ图中包含犖个变量节点和犕 个校验节

点。假设犖（犿）表示与校验节点犿相连的所有变量

节点集合，犕（狀）表示与变量节点狀相连的所有校验

节点集合；犖（犿）／狀表示集合犖（犿）中去掉变量节

点狀，犕（狀）／犿表示集合犕（狀）中去掉校验节点犿。

在实际的ＬＤＰＣ解码硬件实现方案中，多采用基于

对数似然比的置信传播算法（ＢＰ）
［３］，定义犚

（犽）
犿狀 表示

校验节点犿 向变量节点狀传递的消息，犙
（犽）
犿狀 表示变

量节点狀向校验节点犿 传递的消息，其具体步骤如

下：

１）译码消息初始化。计算经过信道后接收到

的初始对数似然比为

λ
（０）
＝ｌｏｇ

狆（狓犻＝０狘狔）

狆（狓犻＝１狘狔）
， （６）

式中狓犻 是二进制信息比特，狔是从信道接收到的

信号。

２）校验节点更新。对每个校验节点犿 和狀 ∈

犖（犿），计算

犚
（犽）
犿狀 ＝ Π

狀′∈犖（犿）／狀
ｓｉｇｎ（犙

（犽－１）
犿狀′［ ］）×

Φ
－１

∑
狀′∈犖（犿）／狀

Φ（狘犙
（犽－１）
犿狀′ 狘［ ］）， （７）

式中ｓｉｇｎ（·）是符号函数，Φ（狓）定义为：Φ（狓）＝

Φ
－１（狓）＝ｌｏｇ

犲狓＋１

犲狓－１
。

３）变量节点更新。对每个变量节点狀和犿∈

犕（狀），计算

犙
（犽）
犿狀 ＝λ

（０）
狀 ＋ ∑

犿′∈犕（狀）／犿

犚
（犽）
犿′狀． （８）

　　对于每个变量节点，计算伪后验对数似然比：

犙
（犽）
狀 ＝λ

（０）
狀 ＋ ∑

犿∈犕（狀）

犚
（犽）
犿狀 ． （９）

　　４）译码判决。一次迭代完成后，进行译码判

决。由此可以得到关于译码码字的一个估计值

狔^（犽），再计算伴随式狊１，如果狊１＝０，那么译码成功，

结束译码，并将作为狔^（犽）有效输出值；否则转步骤

２）继续迭代，直至达到预定的最大迭代次数。

３．２　狉犲狆犕犐犕犗的译码消息初始化

在犘×犙的ｒｅｐＭＩＭＯ系统中，在同一时隙犙

个激光器发送的信息比特狓狆 都是相同的。令犚＝

（狉１，狉２，…，狉犙）是某一时隙的犙个接收机的软输出

序列，则

λ
（０）
０ ＝ｌｏｇ

狆（狓＝０狘犚）

狆（狓＝１狘犚）
＝

ｌｏｇ
狆（犚狘狓＝０）狆（狓＝０）

狆（犚狘狓＝１）狆（狓＝１）
． （１０）

由于发送的信息比特狓是等概率的，即狆（狓＝１）＝

狆（狓＝０），并且发送信号间相互独立，可得狉１，狉２，…，

狉犙 相互独立，则

λ
（０）
０ ＝ｌｏｇ

狆（狉１狘狓＝０）

狆（狉１狘狓＝１）
狆（狉２狘狓＝０）

狆（狉２狘狓＝１）
…

狆（狉犙狘狓＝０）

狆（狉犙狘狓＝１）
． （１１）

当采用ＯＯＫ调制时，对于任意狇（０≤狇≤犙）都有

ｌｏｇ
狆（狉狇狘狓＝０）

狆（狉狇狘狓＝１）
＝

　　ｌｏｇ

ｅｘｐ －
狉２狇
２σ（ ）２

ｅｘｐ － 狉狇－∑
犘

狆＝１
ρα狆狇犐（ ）０

２
／（２σ

２［ ］）
，（１２）

式中的参数含义与（１）式一致，把（１２）式代入（１１）式

可得

ｓ１０５０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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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０）
０ ＝∑

犙

狇＝１

－

狉２狇－ 狉狇－∑
犘

狆＝１
ρα狆狇犐（ ）０

２

２σ
２

熿

燀

燄

燅　

．（１３）

把（１３）式与（６）～（９）式结合进行迭代运算就可以进

行解码。

３．３　犛犜犕犐犕犗的译码消息初始化

以犘＝２，犙＝２为例，在每一次编码操作中将２

个调制信号狓１ 和狓２ 进行编码，空时编码矩阵如（４）

式所示，当犙＝２时，接收端的信号表达式为

狉１（１）＝ρ犐０（α１１狓１＋α２１狓２）＋狕１（１），

狉２（１）＝ρ犐０（α１２狓１＋α２２狓２）＋狕２（１），

狉１（２）＝ρ犐０（α１１珚狓２＋α２１狓１）＋狕１（２），

狉２（２）＝ρ犐０（α１２珚狓２＋α２２狓１）＋狕２（２），

（１４）

式中狉狇（犺）和狕狇（犺）分别表示第狇个接收机在犺时隙

接收到的信号和加性噪声。令 犚（１）＝ ［狉１（１），

狉２（１）］，犚（２）＝ ［狉１（２），狉２（２）］则空时编码的初始

化译码消息为

λ
（０）
１ ＝ｌｏｇ

狆［狓１ ＝０狘犚（１），犚（２）］

狆［狓１ ＝１狘犚（１），犚（２）］
＝

ｌｏｇ
狆［犚（１），犚（２）狘狓１ ＝０］

狆［犚（１），犚（２）狘狓１ ＝１］
． （１５）

式中分子分母的表达式具有对称性，下面只对分子

部分的表达式进行分析

狆［狉１（１），狉２（１），狉１（２），狉２（２）狘狓１ ＝０］＝

∏
犻＝１，２
犼＝１，２

狆［狉犻（犼）狘狓１ ＝０］． （１６）

式中

狆［狉犻（犼）狘狓１ ＝０］＝
１

２
狆［狉犻（犼）狘狓１ ＝０，

　　　狓２ ＝０］＋
１

２
狆［狉犻（犼）狘狓１ ＝０，狓２ ＝１］，

（１７）

狆［狉犻（犼）狘狓１ ＝犮，狓２ ＝犮］［犮∈ （０，１）］的值可以由

（１４）式得到，如

狆［狉１（１）狘狓１ ＝０，狓２ ＝０］＝

　　　
１

２πσ槡
２
ｅｘｐ －

［狉１（１）］
２

２σ｛ ｝２ ． （１８）

把（１６）～（１８）式代入（１５）式就可得（２×２）ＳＴ

ＭＩＭＯ系统中的初始化译码消息，再结合（６）～（９）

式就可以进行迭代译码。

４　仿真实验

图２给出了在未采用信道编码时，弱湍流条件

下ＳＴＭＩＭＯ和ｒｅｐＭＩＭＯ的系统性能，其中σ
２
ｌｎ犐＝

０．２。由图可知（２×２）ｒｅｐＭＩＭＯ系统性能最好，在

误码率（ＢＥＲ）为１０－５时，相对于（２×２）ＳＴＭＩＭＯ，

（２×１）ｒｅｐＭＩＭＯ，（２×１）ＳＴＭＩＭＯ和ＳＩＳＯ系统

有３，５，８，８．５ｄＢ的性能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弱

湍流信道模型下（２×１）ＳＴＭＩＭＯ相对于ＳＩＳＯ系

统在低信噪比区域没有性能优势，但随着信噪比

（犚ＳＮ）的增大，（２×１）ＳＴＭＩＭＯ的性能逐渐优于单

输入单输出（ＳＩＳＯ）的系统性能。

图２ 弱湍流条件下ＳＴＭＩＭＯ和ｒｅｐＭＩＭＯ系统

性能比较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ＭＩＭＯａｎｄ

ｒｅｐＭＩＭＯｆｏｒｗｅａｋ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３ 弱湍流条件下基于ＬＤＰＣ码的ＳＴＭＩＭＯ和

ｒｅｐＭＩＭＯ系统性能比较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ＤＰＣｃｏｄｅｄＳＴ

ＭＩＭＯａｎｄｒｅｐＭＩＭＯｆｏｒｗｅａｋ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３给出了弱湍流条件下，基于ＬＤＰＣ码的ＳＴ

ＭＩＭＯ和ｒｅｐＭＩＭＯ的系统性能，仿真中采用的码

长为３２００，码率为０．５，最小环为６的比特填充

ＬＤＰＣ码，最大迭代次数为１００次。从图中可以看

出（２×２）ｒｅｐ ＭＩＭＯ 性能明显优于（２×２）ＳＴ

ＭＩＭＯ，（２×１）ｒｅｐＭＩＭＯ ，（２×１）ＳＴ ＭＩＭＯ和

ＳＩＳＯ系统性能，但是（２×２）ＳＴＭＩＭＯ相对于（２×

１）ｒｅｐ ＭＩＭＯ 和 ＳＩＳＯ 系统的优势并不明显，在

ＢＥＲ为１０－５时，（２×２）ＳＴ ＭＩＭＯ相对于（２×１）

ｒｅｐＭＩＭＯ和ＳＩＳＯ系统只有０．５和１ｄＢ的优势，另

ｓ１０５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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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２×１）ＳＴＭＩＭＯ系统性能相对于ＳＩＳＯ系统有

３ｄＢ的信噪比损失，也就是说（２×１）ＳＴＭＩＭＯ相

对于ＳＩＳＯ系统既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又损失了系

统的性能。对比图２可以发现基于 ＬＤＰＣ码的

ＭＩＭＯ系统相对于未编码的 ＭＩＭＯ系统有１０ｄＢ

左右的编码增益。

图４给出了强湍流条件下未采用信道编码的

ＳＴＭＩＭＯ和ｒｅｐＭＩＭＯ的误码率曲线，其中闪烁

指数σ
２
ｓｉ＝８／３。可以发现在相同的犘和犙 情况下，

ｒｅｐＭＩＭＯ相对于ＳＴＭＩＭＯ有４ｄＢ的优势；（２×

２）ＭＩＭＯ系统性能相对于（２×１）ＭＩＭＯ随着信噪

比的增加系统性能优势也随之增大；对比图２可知，

强湍流条件下ｒｅｐＭＩＭＯ的系统性能相对于ＳＴ

ＭＩＭＯ系统更有优势。

图４ 强湍流条件下ＳＴＭＩＭＯ和ｒｅｐＭＩＭＯ系统

性能比较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ＭＩＭＯａｎｄ

ｒｅｐＭＩＭＯｆｏｒｓｔｒｏｎｇ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５ 强湍流条件下基于ＬＤＰＣ码的ＳＴＭＩＭＯ和

ｒｅｐＭＩＭＯ系统性能比较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ＤＰＣｃｏｄｅｄＳＴ

ＭＩＭＯａｎｄｒｅｐＭＩＭＯｆｏｒｓｔｒｏｎｇ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５为强湍流条件下基于 ＬＤＰＣ 码的 ＳＴ

ＭＩＭＯ和ｒｅｐＭＩＭＯ的系统性能，ＬＤＰＣ码的仿真

参数与图３所采用的参数一致。由图可知，（２×２）

ｒｅｐＭＩＭＯ和（２×２）ＳＴ ＭＩＭＯ性能差别不大，在

ＢＥＲ为１０－５时，两者只有１ｄＢ的差异；它们都明显

优于单接收天线的系统；（２×１）ＳＴＭＩＭＯ相对于

ＳＩＳＯ系统性能有２ｄＢ的性能优势，这是因为随着

湍流强度的增大，（２×１）ＳＴＭＩＭＯ的分集作用更

加明显；相对于未编码的ＭＩＭＯ系统，能获得２０ｄＢ

以上的编码增益，远超过弱湍流情况取得的编码

增益。

５　结　　论

分析了ＳＴＭＩＭＯ和ｒｅｐＭＩＭＯ在无线光通信

系统中的应用，将ＬＤＰＣ码作为信道编码技术应用

到无线光通信系统中，并且提出了将 ＭＩＭＯ技术和

ＬＤＰＣ码相结合的系统方案，给出了相应解码算法。

仿真结果表明ｒｅｐＭＩＭＯ性能优于ＳＴ ＭＩＭＯ性

能；ＬＤＰＣ码具有优越的纠错能力，并获得较大的编

码增益，结合ｒｅｐＭＩＭＯ和ＬＤＰＣ码能对光强闪烁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Ｍａ Ｄｏｎｇｔａｎｇ， Ｗｅ Ｊｉｂｏ，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ｈａｏｗｅ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ｅａｍ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

２４（８）：１０２０～１０２４

　 马东堂，魏急波，庄钊文．大气激光通信中的多光束传输性能分

析和信道建模［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４（８）：１０２０～１０２４

２ＣｈｅｎＤａｎ，ＫｅＸｉｚｈｅ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ｏｆ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ｓｕｂｃａｒｒｉ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ｕｒｂｏｃｏｄｅ［Ｊ］．

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２８５９～２８６３

　 陈　丹，柯熙政．基于Ｔｕｒｂｏ码的无线光通信副载波误码性能分

析［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２８５９～２８６３

３Ｙｕａｎ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ｇａ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ａｒｉｔｙＣｈｅｃｋ Ｃｏｄ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ｏｓｔｓ ＆

Ｔｅｌ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１～１５

　 袁东风，张海刚．ＬＤＰＣ码理论与应用［Ｍ］．北京：人民邮电出

版社，２００８．１～１５

４ＹｏｓｈｉｋｕｎｉＭｉｙａｔａ，ＲｕｉＳａｋａｉ，Ｗａｔａｒｕ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ＬＤＰＣｃｏｄｅｓｆｏ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ｉｒｃｕｉ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ＦＣ，２００７，

ＯＷＥ５

５ＺｈｅｎｇｙａＺｈａｎｇ，ＶｅｎｋａｔＡｎａｎｔｈａｒａｍ，ＭａｒｔｉｎＪ．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犲狋

犪犾．．Ａ４７Ｇｂ／ｓＬＤＰＣｄｅｃｏｄｅｒｗｉ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ｌｏｗ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ＩＥＥ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ＶＬＳＩ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２００９，

２８（１）：２８６～２８７

６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Ｙｕ Ｌｅｉ，ＣａｏＪｉａｎｉａ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ｃａｒｒｉｅｒＰＳ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ＤＰＣｃｏｄｅ［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３２９５～３２９８

　 王　勇，于　蕾，曹家年．基于副载波相移键控强度调制和低密

度奇偶校验码的光无线通信系统性能［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

２９（１２）：３２９５～３２９８

７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ｉ，ＳｕＹａｎｑｉｎ，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ｎｇ犲狋犪犾．．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ＬＤＰＣｉｎＰＰＭｏｆＡＬＣｕｎｄｅｒｗｅａｋ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Ｊ］．

犆狅狀狋狉狅犾牔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狅狀，２００８，２４（９３）：２５２～２５３，２７０

　 张光轶，苏艳琴，王红星 等．弱湍流下基于ＬＤＰＣ码和ＰＰＭ 的

性能分析［Ｊ］．微计算机信息，２００８，２４（９３）：２５２～２５３，２７０

８ＪｉａＫｅｊｕｎ，ＫｅＸｉｚｈｅｎｇ，ＰｅｎｇＤｕｏ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ｏｆπ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ＬＤＰＣ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ｔｓ

ｓ１０５００６５



中　　　国　　　激　　　光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犑．犔犪狀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２００８，３４（４）：１０９～１１３

　 贾科军，柯熙政，彭　铎 等．大气激光通信系统中π旋转ＬＤＰＣ

码的设计与性能分析［Ｊ］．兰州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３４（４）：

１０９～１１３

９ＣｈｅｎＪｉａｊｉｅ，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Ｂｅｌｉｅ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ａｒｉｔｙｃｈｅｃｋｃｏｄｅｓ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Ｐ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犃犮狋犪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３８（２）：

４０５～４０９

　 陈佳杰，李晓峰．大气湍流光ＰＰＭ 通信系统中ＬＤＰＣ码的置信

传播译码［Ｊ］．光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８（２）：４０５～４０９

１０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ＣａｏＪｉａｎｉａ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ｉｎｇ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ｌｉｐｐ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ａｒｉｔｙｃｈｅｃｋｃｏｄ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１０，３７（１２）：３０３１～３０３６

　 王　勇，曹家年．基于低密度奇偶校验码和非对称限幅光正交频

分复用技术的大气激光通信系统性能［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０，

３７（１２）：３０３１～３０３６

１１ＺｈａｏＬｉ，Ｋｅ Ｘｉｚｈｅｎｇ，Ｗａｎｇ Ｈｕｉｑｉｎ．Ａ 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ｉ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ｄ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９，

３６（１０）：２７５７～２７６２

　 赵　黎，柯熙政，王惠琴．基于时频编码的自由空间光通信 正

交频分复用系统模型［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１０）：２７５７～２７６２

１２Ｊｅａｎ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ＯＦＤＭ ｆｏ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犑．

犔犻犵犺狋狑犪狏犲犜犲犮犺狀狅犾．，２００９，２７（３）：１８９～２０４

１３Ｔｈｅｏｄｏｒｏｓ Ａ．Ｔｓｉｆｔｓｉｓ，Ｈａｒｉｌａｏｓ Ｇ．Ｓａｎｄａｌｉｄｉｓ，Ｇｅｏｒｇｅ Ｋ．

Ｋａｒａｇｉａｎｎｉｄｉｓ犲狋犪犾．．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ｌｉｎｋｓｗｉｔ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Ｊ］．犐犈犈犈

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 犠犻狉犲犾犲狊狊 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２００９，８ （２）：

９５１～９５７

１４Ｗ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ｎ，ＫｅＸｉｚｈｅｎｇ．Ｈｙｂｒｉｄ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ｏｄｅｆｏｒ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２８（１）：

１３２～１３７

　 王惠琴，柯熙政．自由空间光通信中的混合空时编码［Ｊ］．光学

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１）：１３２～１３７

１５ＣｈａｄｉＡｂｏｕＲｊｅｉｌｙ，ＷｉｓｓａｍＦａｗａｚ．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ｏｄｅｓｆｏｒＭＩＭＯ

ｕｌｔｒａ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ＭＩＭＯ 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ＰＰＭ［Ｊ］．犐犈犈犈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狀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犃狉犲犪狊

犻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２００８，２６（６）：９３８～９４７

１６ＭａｒｖｉｎＫ．Ｓｉｍｏｎ，ＶｉｃｔｏｒＡ．Ｖｉｌｎｒｏｔｔｅｒ．Ａｌａｍｏｕｔｉｔｙｐｅｓｐａｃｅ

ｔｉｍｅｃｏｄｉｎｇｆｏｒ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犠犻狉犲犾犲狊狊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２００５，４（１）：３５～３９

１７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ａｒｃ′ａＺａｍｂｒａｎａ，Ｃａｒｍｅｎ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Ｖ′ａｚｑｕｅｚ，Ｂｅａｔｒｉｚ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Ｖ′ａｚｑｕｅｚ．Ｏｕｔａｇ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ＩＭＯＦＳＯｌｉｎｋｓｏｖ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ｆａｄ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犗狆狋．

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１，１９（１４）：１３４８０～１３４９６

１８Ｗ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ｎ，ＫｅＸｉ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Ｌｉ．ＭＩＭＯ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ｂｌｏｃｋｃｏｄｅ［Ｊ］．

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 犆犺犻狀犪，犉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９，３９（８）：

８９６～９０２

　 王惠琴，柯熙政，赵　黎．基于正交空时块编码的ＭＩＭＯ自由空

间光通信［Ｊ］．中国科学，Ｆ 辑：信息科学，２００９，３９（８）：

８９６～９０２

１９ＫｅＸｉｚｈｅｎｇ，ＹｉｎＺｈｉｙｕｎ．Ｃｏ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Ｌａｓ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７１～７９

　 柯熙政，殷致云．无线激光通信系统中的编码理论［Ｍ］．北京：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７１～７９

２０Ｙａｏｑｉａｎｇ Ｈａｎ， Ａｎｈｏｎｇ Ｄａｎｇ， Ｙｏｎｇｘｉｏｎｇ Ｒｅｎ 犲狋 犪犾．．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ｕｒｂ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ｄｅ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犗狆狋．

犈狓狆狉犲狊狊，２０１０，１８（２６）：２６９７８～２６９８８

２１Ｗ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ｎ，ＫｅＸｉｚｈｅｎｇ．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ｂｅｌｌｌａｂｓｌａｙｅｒｅｄ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８，３５（６）：８７４～８７８

　 王惠琴，柯熙政．基于垂直分层空时编码的自由空间光通信［Ｊ］．

中国激光，２００８，３５（６）：８７４～８７８

２２ＨｙｕｎｃｈｅｏｌＰａｒｋ，ＪｏｈｎＲ．Ｂａｒｒｙ．Ｔｒｅｌｌｉｓｃｏｄ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ｕｌ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犆狅犿犿狌狀．，２００４，５２（４）：６４３～６５１

栏目编辑：殷建芳

ｓ１０５００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