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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首先在下鏈通道共變異數矩陣(DCCM)已知的條件下設計〝一使用者對應獨特天線權值〞的下鏈波束

形成器。設計天線權值以基地台最少消耗功率為限制條件對underloaded(天線數超過使用者數)和overloaded(使用者數超過天

線數)兩系統的多用戶干擾(MAI)做完全抑制。不過，因為DCCM不可能被完全正確的估計，所以我們針對空間特徵不匹配

效應引起的效能退化提出更進一步的分析。此外，對於增進不匹配或是指向性錯誤之強健性，我們在DCCM上增加虛雜訊

去得到欠載系統的權重向量；在超載時，推薦使用廣義最小平方(total-least- squares)為架構的強健式下鏈波束形成器(robust

downlink beamformer)。在不同的情況下，不僅由電腦模擬顯示出DCCM不匹配對性能退化的敏感度，而且證明經強健處

理與沒有經強健處理的波束器相比較，已經廣泛地改善效能。

關鍵詞 : 下鏈波束形成器、下鏈通道共變異數矩陣、多用戶干擾、低負載、超負載、不匹配、指向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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