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在文献 的基础上做 了进一步 的研究
,

用计算机软件实现的方法建立 了移动信

道 自适应三状态 模型
,

在此过程中修正了前人结果 中的取样误差
,

从而提高了模

型 的精度
。

根据所建模型 的参数
,

产生 出描述移动信道长突发错误特性的信道差错序列
。

此外
,

还提出了一种门限电平法
,

通过验证所产生的差错序列是否符合瑞利分布
,

检验了

所建模型 的精度
。

整个模拟工作用 语言在 上完成
。

移 动信 道 自适 应 三 状 态 模 型 的建 立

我们先以一个简单分群的 模型作为描述移动信道长突发错误特性的概率统计

模型
,

这是 年 由 提出的一类针对混合信道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有限状态一般

分群的 模型 冈 的一个重要特例
,

即只有一个错误状态
,

其余状态都是无误状态
,

而且各无误状态间不能转移
。

如果信道处于无误状态
,

则不产生错误
,

反之则 以概率 产

各
一

收到
,

导阵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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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从一组不同 下的实际移动信道现场实测 曲线出发
,

详细描述 自适应三状态

模型 的建模过程
。

在移动信道中
,

我国设 侧 表示无误串分布函数
,

即一个
“ ” 以后 出现大于等于 个

“ ”的条件概率
,

若设突发长度大于等于 的概率为 几
,

则显然有 几 爪 二 ,

从而

。 一 几

图 是一组在典型 的陆地移动通信传播环境下测得的现场试验曲线
,

它表 明

为
, , ,

和 时
,

信道的突发错误分布情况
。

由 式
,

可以

描述出相应 的无误串分布函数曲线 。
一

如图 所示
。

对图 中不同信噪 比下的试验曲线采用 肉眼观察的方法
,

取得拟合所需的样点对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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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观察到
, 。 和 与 大致成二次关系

。 几 几
,



此即所要建立 的 自适应三状态 模型

移 动信 道 差 错 序 列 的产
、

生

根据第 节所建立 的 自适应三状态 模型 的参数
,

我们按如下算法编程运行产

生 出不同 下表示移动信道运行产生 出不 同 下表示移动信道 的任意长差错序列

、

置 乞 ,

任意指定一初始状态 。 。 , ,

均可

用混合同余法产生一个具有
,

均匀分布的伪随机数 , 、

确定本状态下的 ‘ 值
,

同时对下一状态的转向作出判断

若 ‘ 二 ,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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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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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符合
,

均匀分布
,

因此 ‘ 二 。斌刁五万奋仍为 叮 分布随机数
,

其中 为 叮

分布的均值
。

在得到上述具有 助 分布的随机序列 凡 后
,

我们可设置一个门限电平
,

将该

序列量化为具有 之 妙 分布的
,

序列
。

由于在概率密度函数 曲线图中
,

横轴表示幅

度
,

纵轴表示密度百分比
,

曲线下的面积为
,

因此可设一个幅度值为门限
,

假设该门限

值为
,

则小于 记为
,

大于 记为 。
。

又根据误码率 几 的定义为
“ ”

在总码中的

百分 比
,

对应概率密度图中即为小于幅度 的面积 占总面积的百分比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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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第 节中统计的对应 自适应三状态 模型的不 同 下信道差错序列的

误码率 弓 值分别代入 式
,

即得到各 下 的判决 门限
,

再用此 门限对上述 肋
分布的随机序列 。‘ 进行量化

,

即

‘ ,

‘ , ‘ 三

就得到服从 分布的
,

序列
。

对此序列进行统计
,

计算出
‘ 。 和 代

, ,

然后

与第 节中的统计结果 理 、 和 弓 值进行 比较可见
,

两种统计结果基本吻合 见图
,

只是在 时有较大偏差
,

这主要是因为当 达到 以及大于此值后
,

信道

差错序列 的分布规律 已由 盯 分布 向 分布过度
,

此时信道 己由严重衰落情况 向

一般衰落情况过渡
,

因此仍采用 妙 分布的序列来检验就会导致较大偏差
。

总之
,

我

们所建立的 自适应三状态 模型能够较准确地反映移动信道的误码特性
,

是基本成

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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