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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编译码操作中 运算最复杂并最耗费时间的操作是译码过程 而译码操作中运算最复
杂的是有限域的除法 倒数操作

。

传统的实现倒数或除法的硬件方法是采用查找表
,

对于小的
, , 值

,

该方法相当有效
。

由于该方法在硬件实现上占用面积量级为
。
妙

‘ ,

因此对于大的

值该方法就不适合用硬件实现
。

最近几年
,

为减小硬件实现面积而采用的方法介绍很多 陈 一 ” ,

大多数方法基于 阵列或相似的思想来设计
。

这些倒数电路可以采用正交基 ’, 川
、

标

准基 , 和对偶基 ”一 正交基和对偶基要进行基变换
,

而标准基则不需要
。

文献 的方

法采用并入串出的方法来实现
,

文献 网 则采用 串入并出的方法来实现
,

文献 一 ,

采用

串入串出的方法
,

上述 种方法的面积和时间复杂度分别为
, , , 二‘ , , ,

, 。 。

叫 “ , 。

文献 【〕采用并入并出的方法
,

其面积和时间的复杂度都为

的
。

该方法需要 个时钟产生一个数据
,

因此在高速应用场合不是很合适
,

但在算法硬件

化方面却很好
,

因为其算法占用的硬件面积很小
。

本文在解决求解有限域倒数或除法运算的问题上
,

根据 等人给出的修正的
多项式最大公约数 算法

,

提出了对该算法的一种修正
,

使之适合并发操作
。

同以前的算法相 比
,

该算法采用并入并出的并行加流水的操作
,

该算法占
用的器件面积复杂度为 “ ,

吞吐率为每个时钟一个数据结果
,

其面积时间积为 了护 量

级
。

因此本方法更适合于用 阵列实现
,

并为实现高速并发的 译码提供算法基础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 节介绍有限域 中计算倒数和除法运算的修正 算法
,

第 节提出便于并行处理的 译码算法 —对修正 算法的进一步修正 第 节就本文
提出的算法中的关键技术作进一步分析

,

最后就全文进行了小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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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表示 中
”‘

项的系数
二 劝

, , 。 ,

表示 中
, ,‘

项的系数

料 兄 什 叭 交换操作
二 劝

二 二

一

十 ”

此时 的值为
,

计数值为

上述算法需要 次迭代并且计数值在最后一次迭代后总是为
。

换言之
,

语句
“ 。

和
“ 二

一 ”

在 次迭代中各执行 。 次 为实现上述算法
,

文献 给出 了一

个并入并出的流水结构
,

该电路的面积时间积性能优 良
,

但不适合于 阵列的实现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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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存在广播问题
。

其不适合 阵列实现的原因是在 次迭代中其算术运算的不一致性

靛争详‘洋肠爪龄蛋︸即孔或

衣巨替娜努淤︸敲若砰誓解分轰影醚︸盗饭淤古︸犷世︸吕登吩歇︸黔犷盐黔览黔鼓影絮肠犷叠豁盼塔孔盗黔职粼

什 料 交换操作
二

一

该 饥
二

此时 的值为

本算法包含两部分运算
,

第一部分运算产生了一个中间结果 劝 砂
‘

幻
,

第二部

分则通过除 砂
‘

从而得到最终的结果 上面的运算过程与文献 给出的算法相 比
,

在迭代操作

时包含了一致性运算
,

从而该算法更适合于 阵列实现

主要操作 的实现

上面的算法过程中
,

有 个主要操作需要解决
,

它涉及到算法是否能够实现并发操作 由
于 和 是最大阶数为 的多项式

,

而 和
一

的最大阶数为 。 一
,

因此他们可以表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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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式代入 式 并根据 式可 推导 下面的关系式

叮六了夕、了
、

喝 。飞一

。 , 一 , 一 , 乞 之 一

同样
,

二 二

二

由于
,

劝 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

操作

重写 式

二“‘一‘ 。” , 一 , ,‘一 。, , , 一 二 ”‘一 , 一 。 二 。, 二 , 二

从上式中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公式

一‘ 一‘ 如 一 二 ’”一“ 价
, 一 ’。一 ⋯十

令

‘ 三 。氛一 二 ”‘一‘ 。氛
, 二 , , , 一 一

、, 二 、,

乙 ‘ 二 , ‘ 、

把 和 式代入 式
,

可推导出下面的关系式

‘白、了、
。氛

一 。

, , 。。夕、 。 ,

乞 了了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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