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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用 或矢量编码结构
,

具体选择哪种调制方式并不影响 的实现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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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多载波格状编码器调制系统的基本结构

在接收端
,

接收信号经过解调以后
,

由维特比 译码器对接收信号序列 矶 坛二

,

⋯
, 一 进行译码

,

依次恢复子信道 乞上的 ‘ 个 比特
,

经比特缓冲器缓冲
,

输出译码后

的比特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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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码器 在接收端
,

假定经过频域均衡和 自动增益控制之后
,

各子信道接收

符号之间的最小距离 粼
。

已归一化为
,

这时采用极大似然序列估计的维特比译码器就可

以对解调后的接收序列 玖 乞 。
,

⋯
, 一 进行译码

。

该译码过程包括三个基本步骤

计算接收符号与每个子集中距离最近点的欧氏距离 根据维特比算法进行最大似然

序列估计
,

寻找与接收序列最接近的码序列 根据译码后的码序列和 比特分配表恢复原

始信息比特流
。

为了不增加实现复杂度
,

在计算接收符号 矶 与各子集距离最近点的欧氏距

离时
,

可以不考虑 ‘ 的大小
,

而假定星座包含无穷个点
。

只是在第 步时才利用比特分配

方案来确定原始信息比特
。

与在第 步时考虑 , 的最佳算法相比
,

这种方法几乎不会带

来性能损失
。

传统的维特比译码算法为了保证译码的正确性
,

都引入了一个译码时延 占
,

它通常是卷

积码记忆长度的 到 倍
。

对于多载波格状编码调制而言
,

这意味着一个符号最后几个子
个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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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传递的总比特数增加了 」 译码部分对每个符号最后 占个子信道数据的提前判

决损失了一部分编码增益 码字嵌入引入了冗余比特
。

码字嵌入引入的冗余比特很少
,

所以前两个因素的影响是主要的
。

另外
,

对每个子信道 乞而言
,

编码等效于使该子信道的信

噪比 动增加了
。

这样
,

就可以在 比特分配算法中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方面对性

能的影响
,

根据增加后的总比特数和等效 帅 计算编码后的系统性能容限
,

从而得出编

码增益
、 。

我们在四条用户环路上分别对 和 的 维 码和 维 码

系统的性能进行了模拟
。

这里采用文献 中提出的比特分配算法
,

假定噪声类型为

加性白高斯噪声 和 个 远端串话 干扰源
,

其中 功率谱密

度是 一 双边 所要求的误码率是 一 ,

符号速率为
,

输入功

率是
,

带宽下限设置为
。

模拟结果如表 所示 在单载波系统中
,

误码率为
一 时

,

状态 码的理论编码增益是
,

状态 码的理论编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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