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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微微基站#203(S,54/A,A0(+% 2S/$和毫微微基站#V4RA(S,54/A,A0(+% VS/$组成' 采用随机几何理论对三层异

构网络基站部署进行建模' 充分分析了毫微微基站层基于 //9干扰管理的网络干扰统计特性% 考虑了有序VS/和无

序VS/两种情况% 给出了VS/下行链路的覆盖概率' 通过仿真% 验证了理论结果的正确性% 分析了覆盖半径& 方差以

及宏基站密度对覆盖概率的影响% 得出有序VS/方案和无序VS/方案在覆盖概率方面的好坏性取决于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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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物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aCS<a

无线通信网络面临着爆炸性的流量增长和成倍的

设备接入问题' 这使得传统异构网络技术的利用

从简单的语音和数据转变为资源匮乏的多媒体信

息娱乐应用' 在这些高数据需求的驱动下%<aCS<a

网络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利用频谱资源(:)

'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高数据需求%现有的蜂窝网

络向小区密集化和以用户为中心部署的小基站

#/R,--S,54/A,A0(+%/S/$演进' 在密集部署的小小

区网络中%传统的宏基站被大规模部署的低功耗

/S/所覆盖%这使得更多的用户设备#X54*Q̂)0TE

R4+A%XQ$可以被服务%并使XQ更接近于基站#S,54

/A,A0(+%S/$' /S/ 共同形成小小区%并与传统的高

功率宏基站共存%从而产生了异构网络#M4A4*(14+4E

()584AZ(*\5%M4A84A5$

(%)

' 小小区的密集化部署在

提高网络性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系统干扰管

理问题(!E?)

' 针对这一问题%文献(<E>)研究了部分

频率复用#V*,3A0(+,-V*4̂)4+3WO4)54%VVO$技术'

在VVO中%小区中心 XQ与小区边缘 XQ不共享任

何频谱%可以减少小区中心和小区边缘 XQ的干扰'

文献(:&E:%)研究了软频率复用#/(.AV*4̂)4+3WO4E

)54%/VO$技术' 与VVO不同%/VO则允许在每个小

区中复用一个完整的频带' 虽然%上述研究表明

VVO和 /VO优于传统网络' 但是%在未来 <aCS<a

M4A84A5中%由于 XQ的随机性%网络在形状和大小

上具有不规则性和随机性%导致难以实现符合 VVO

和 /VO要求的子信道分配' 为解决这一问题% 文献

(:!)提出了一种共享频谱分配#/J,*4P /T43A*)R9-E

-(3,A0(+% //9$方法%该方法由无线电频谱的正交共

享和共信道共享方案组成' 文献(:?)通过对比分

析验证了 //9方法可以有效提高频谱效率和网络

容量' 受上述文献的启示%本文针对三层异构网络

模型%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9方法'

在多层 <aCS<aM4A84A5中%由于 S/ 部署的不

规则性%随机几何空间成为异构网络精确建模和分

析的主要工具' 在这种方法中%大规模无线网络被

抽象为方便的点过程' 文献(<E:%)利用随机几何模

型对VVO和 /VO蜂窝网络的性能进行了研究' 文

献(:?)利用随机几何空间%导出了基于 //9的M4AE

84A5覆盖性能' 然而%这些工作都只是将每一层中

S/ 和 XQ位置建模为独立的泊松点过程#2(055(+

2(0+A2*(3455%222$' 在基于 <aCS<aM4A84A5的热

点区域中%S/和XQ之间的独立假设不是非常的准

确%它们之间存在相关性' 此时%则需要部署小小

区来为XQ簇提供服务' 文献(:<)利用泊松簇过程

#2(055(+ K-)5A4*2*(3455%2K2$%研究了用户分类的

异构网络性能' 利用了XQ簇和S/之间的相关性'

然而%在现实场景中%热点区域业务的密集化%导致

数据速率在短时间内激增%造成簇中心 S/ 过载'

此时需要以簇中心部署模式为XQ部署更多低功耗

的VS/' 这些簇中心VS/%可以为过载的中心S/ 提

供流量分流' 实际上%对于高密集 M4A84A5%一个通

用的模型是从热点中抽象出簇中心并建模为 222'

XQ和所有 /S/ 均匀分布在热点中心周围%并建模

为2K2' 然而%在基于 //9干扰管理的异构网络中

这种建模是不可实现的' 在 //9中%为进行干扰管

理%将XQ和VS/分为小区中心和小区边缘两类%导

致小区中心和小区边缘用户的位置空间分离' 对

于活动节点的位置呈现空间分离的场景%单独的

2K2和222模型不可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更合适

的模型是泊松洞过程#2(055(+ M(-42*(3455%2M2$'

如文献(:"E:$)所述%2M2是通过从 222基线执行

洞而形成的%其中洞的中心假定遵循独立的 222'

222边界线基线剩余点形成一个2M2'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一个由]S/&2S/ 和VS/

组成的三层异构网络模型' 利用 222&2K2和 2M2

方法%将]S/和 2S/ 位置建模为独立的 222%将簇

中心和簇边缘 VS/ 和 XQ位置建模为 2K2和 2M2'

为解决干扰问题%提出了改进的 //9方法%基于用

户簇的分类为 //9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在 //9

中%总可用带宽被划分为两个正交子带%分别通过

//9中的正交共享分配给簇中心毫微微用户#V4RA(

X54*Q̂)0TR4+A% VXQ$和簇边缘 VXQ' 同时%为了

提高频谱效率%采用共信道共享方法%两个子带分

别由微微用户#203(X54*Q̂)0TR4+A% 2XQ$和宏用

户#],3*(X54*Q̂)0TR4+A% ]XQ$共享' 通过 2M2

和2K2方法%推导出了簇中心和簇边缘VS/ 的干扰

统计特性%考虑了有序 VS/ 和无序 VS/ 两种情况%

计算了VXQ下行链路覆盖概率%对比分析了网络参

数对覆盖概率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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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系统模型及假设

AG?@系统模型

如图 : 所示%基于用户簇分布的三层异构网络

由宏小区层#]层% R03*(34--A04*$%微微小区层#2

层% T03(34--A04*$和毫微微小区#V层% .4RA(34--A04*$

层构成' 其中%]层由]S/组成&2层由2S/ 组成%

V层由 VS/ 组成' 每一层具有不同的发射功率&覆

盖范围和空间密度' 一般情况下%同一层中的 S/

具有相同的发射功率' D

#

&D

D

和 D

@

分别表示

]S/&2S/和VS/的发射功率%且遵循功率约束D

#

q

D

D

qD

@

' ]S/和 2S/ 密集部署在 ]S/ 的覆盖范围

之内%减轻]S/负载' ]S/ 配备有 "

#

个大规模多

输入多输出#])-A0T-4H+T)A])-A0T-4G)AT)A%]H]G$

发射天线%可与 6

#

个用户同时通信' 2S/ 配备有

"

D

个传统的 ]H]G发射天线%可与 6

D

个用户同时

通信' 而 VS/ 和 XQ均配备单天线%每层的每一个

S/至少级联一个XQ' ]S/ 和2S/ 的位置建模为独

立222

0

#

和
0

D

%密度分别是
!

#

和
!

D

' 在 <aCS<a

M4A84A5中为解决热点区域盲点覆盖以及 ]S/ 负载

过重问题%密集化部署2S/ 和 VS/ 成为重要解决方

法' 由于VS/的密集部署%导致2S/的位置与XQ和

VS/之间存在相关性' 因此%对于簇边缘位置的点采

用2M2辅助建模更符合实际' 将2S/ 和XQ位置建

模为托马斯簇过程#BJ(R,5K-)5A4*2*(3455%BK2$

)

@

和
)

[

%密度分别是
!

@

和
!

[

'

)

@

父点过程服从
0

D

%即

点过程
)

@

是由分散在父点过程
0

D

周围的簇成员

#VS/$按照方差为
"

%

@

的对称正态分布形成的(:>-%:)

'

每个簇中的平均点数为 G

;

@

' 为描述XQ和2S/ 位置

的相关性%XQ根据平均数为 G

;

=

的BK2独立地散布

在父点过程
0

D

周围' 同时%为提高小区边缘XQ的

性能%采用2M2对簇边缘的点进行建模' 给定父点

过程
0

D

中2S/的覆盖半径为4

%

%在2S/ 的覆盖区

域内的点
)

@

称为簇中心 VS/ 被建模为
$

4

%

@

?

[

+

/)

@

F

#D%4

%

$' 余下的 VS/ 点称为簇边缘 VS/ 建模为

2M2

%

4

%

@

c/*

/)

@

!*

)$

4

%

@

0 c

)

@

�

$

4

%

@

' 在 2S/ 的覆

盖区域内的点
)

[

称为簇中心 XQ被建模为
$

4

%

[

?

[

+

/)

[

F#D%4

%

$%剩余的 XQ点称为簇边缘 XQ建模为

2M2

%

4

%

[

c/*

/)

[

!*

)$

4

%

[

0c

)

[

�

$

4

%

[

'

图 :#三层异构网络系统模型

V017:#BJ*44EA04*J4A4*(14+4()5+4AZ(*\ 5W5A4RR(P4-

#

假设忽略簇和洞的重叠影响%随机选择簇中任

一用户为目标XQ%该簇称代表簇' 服务于目标 XQ

的 S/ 称为标记基站' 根据著名的 /-0Y+W,\E](3J4

定理%在S(*4-空间上%当且仅当2,-R分布几乎与原

分布定理一致时%点的过程是 222' 因此%对以 1

D

&

/0

D

为代表簇中位于原点的目标 XQ进行分析'

由于]S/的位置被建模为
0

#

%则目标 XQ到最近

]S/的距离表示为 1

#

% 1

#

的 2FV由 ?

@

1

#

@

#*$c%

!!

#

*4@T#-

!!

#

*

%

$给出%其中
!

#

表示 ]S/ 的

密度' 目标 XQ到簇中心 2S/ 的距离表示为

1

D

% 1

D

的2FV由 ?

@

1

D

@

#*$c

*

"

%

4@T#;

*

%

%

"

%

$给

出%其中
"

% 表示围绕簇中心的散射距离'

由于簇中VS/的数量是固定的%本文分别考虑

了有序 VS/ 和无序 VS/ 两种情况' 所谓有序 VS/

是指簇中 VS/ 按照一定规律有序分布%此时%允许

目标XQ访问代表簇中最近的 VS/' 而无序 VS/ 是

指簇中VS/的分布是随机的%同时允许目标 XQ在

代表簇中随机选择 VS/' 将目标 XQ到代表簇中

VS/的距离记为 1

@

' 有序VS/情况下%距离 1

C

@

由离目标XQ最近的VS/的距离来表示% 1

C

@

/)

@

'

1

C

@

由2FV?

@

1

C

@

@

#*$cG

;

@

#

#

:;4@T

#

#

;

*

%

%#

"

%

@

e

"

%

=















$

G

;

@

;:

*

#

"

%

@

e

"

%

=

$

4@T

#

#

;

*

%

%#

"

%

@

e

"

%

=







$
给出' 此方法下产生的

路径损耗相对较小' 无序 VS/ 情况下%允许目标

XQ在簇中随机选择访问VS/%则目标XQ到VS/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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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表示为 1

"

@

% 1

"

@

/)

@

' 1

"

@

由 2FV?

@

1

"

@

@

#*$ c:;4@T

#

#

;

*

%

%#

"

%

@

e

"

%

=







$
给出' 此时每个 XQ接

入VS/的机会均等%网络不需要额外的瞬时信道状

态信息' 为方便描述%后续 1

"

@

和 1

C

@

的上标索

引统一删除%用 1

@

表示XQ到VS/5的距离'

AGA@共享频谱接入

为限制严重的干扰%本文采用了 //9干扰管理

策略%频谱分配如图 % 所示' 根据带宽分配因子
8

将可用总带宽S划分为两个正交子带S

:

和S

%

%即

S

:

c

8

S&S

%

c#:;

8

$S' 假设子带S

:

分配给为簇中

心XQ提供服务的2S/%子带S

%

分配给为簇边缘XQ

提供服务的]S/' 由于采用了正交频谱共享%有效地

抑制了 ]S/ 与 2S/ 之间的干扰' 除正交频谱共享

外%还使用了共信道频谱共享' 簇中心 VS/ 与 ]S/

共享子带S

%

%簇边缘VS/与2S/共享子带S

:

' 显而

易见%由于2S/#]S/$和VS/ 之间的反向频谱分配%

所考虑的共信道共享方案能够有效抑制层间干扰以

及簇内VXQ5和 2XQ5之间的干扰' 此外%簇中心和

簇边缘VS/采用正交频谱%从而抑制了同层干扰'

图 %#频谱分配策略

V017%#/T43A*)R,--(3,A0(+ 53J4R4

C@91B网络干扰统计描述

根据上述三层异构网络模型%给出目标 XQ干

扰的拉普拉斯变换'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两层网络

模型给出 ]层和 2层的干扰统计 #如文献 (:!E

:<)$%很少去考虑三层模型下%部署及性能接近于

XQ的V层干扰特性' 故此本节主要研究 V层网络

的干扰统计特性' 考虑到信号的传播损耗%仅分析

实际在目标 XQ处有贡献的主导干扰' 根据目标

XQ在簇中位置%给出簇中心 VXQ和簇边缘 VXQ两

类干扰统计描述'

CG?@簇中心9J/干扰统计描述

首先%考虑目标XQ与来自
)

@

的VS/ 级联的情

况'

)

@

中的VS/在2S/的覆盖区域内的点建模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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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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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余点建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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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 可以看出%由于簇中心VS/ 和]S/

共享子带S

%

%因此%VS/ 级联的簇中心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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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X

到 1

P

@

的目标簇中心VXQ的干扰公式如下!

L

KVX

cL

KVB

KVX

eL

#E

KVX

#:$

其中%L

KVB

KVX

是目标簇中心 VXQ接收到的簇中心 VS/

的干扰%L

#E

KVX

是来自 ]S/ 的干扰' 考虑到目标 XQ

位于2S/ 的覆盖范围内%假设 VS/5的覆盖半径为

4

!

%则可能的簇中心位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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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域' 因此%目标簇中心VXQ与其服务VS/之间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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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则目标簇中心 VXQ受到位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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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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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有 VS/ 的干扰' 因此%式

#:$簇中心干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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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簇中心VXQ接收到]S/的干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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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遵循伽马分布的小尺度衰落干扰信道功

率增益' 得命题 :%其证明见附录9'

命题 ?#目标簇中心VXQ受到总干扰L

K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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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氏变换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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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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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距离由

有序VS/ 情况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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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无序 VS/ 情况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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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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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出'

CGA@簇边缘9J/干扰统计描述

当VS/位于簇外时%簇边缘VS/与所有2S/ 共

享子带S

:

' 由于目标簇边缘VXQ总是落在2S/ 的

覆盖范围之外%且只考虑主干扰%则目标簇边缘

VXQ的干扰L

Q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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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落入半径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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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4

!

环内的一组簇边缘VS/ 干扰%而位于 B

&

@

的服

务VS/除外' 由于使用了 //9%目标簇边缘 XQ所

经历的干扰被有效地抑制了' 因此%得到命题 %%证

明见附录S'

命题 A#干扰L

QVX

的拉氏变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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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

&

@

是目标簇边缘VXQ到其服务VS/的级联距

离%由有序 VS/ 下 B

&C

@

c 1

&C

@

和无序 VS/ 下 B

&"

@

c 1

&"

@

给出'

D@B#P$覆盖性能

上文构建了基于用户簇分布的异构网络模型%

描述了VS/网络干扰统计特性%本节将研究该模型

下的 /H8O覆盖概率' 考虑到 XQ可以和三种类型

发射机#]S/&2S/和VS/$中的一种级联%并且可能

位于簇中心或簇边缘%故将目标 XQ接收到的 /H8O

建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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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目标 XQ从位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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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 S/ 接收的瞬时信号功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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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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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XQ受到的干扰' 则 /H8O覆

盖概率的一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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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表示 /H8O阈值由目标速率确定' 本小节主

要研究XQ和VS/级联的VXQ下行链路覆盖概率'

DG?@91B下行链路覆盖概率

当目标簇中心#或簇边缘$VXQ与位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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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级联距离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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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VS/ 级联

时%目标VXQ接收到的下行链路 /H8O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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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尺度衰落信道增益为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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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题 % 得到' 利用小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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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很容易得到定理 : 给

出的条件 /H8O的覆盖概率P

P#&$

@

'

定理 ?#当目标簇中心#簇边缘$XQ与 VS/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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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最强平均偏置接收功率准则下

XQ和VS/级联的级联概率'

E@仿真与分析

本节对前面得到的覆盖概率进行了数值分析

与仿真' 若无特别说明%数值分析与仿真将用下述

参数值' 假设网络中路径损耗指数为
%

c%%]S/ 和

2S/ 的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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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在父点周围' 活动 VS/ 和 XQ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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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网络的总可用带宽 Tc%& ]Mb%整个网络工

作在低于 " aMb的频带上'

图 ! 研究了VXQ下行链路覆盖概率与 VS/ 关

键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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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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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该图表明%随着 VS/ 参数

G

;

@

的增大%簇边缘VXQ的覆盖概率增大' 这是由于

平均 VS/ 分布越多%其覆盖范围越大%则其覆盖概

率自然也就变大了%与实际相符' 同时%还给出了有

序VS/和无序VS/两种情况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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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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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VS/

覆盖概率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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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序VS/

的覆盖概率影响较小%对有序VS/的覆盖概率影响较

大%而且有序VS/的性能增益随平均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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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而

增大' 这是由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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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更多VS/ 远离其簇

中心%使目标簇边缘VXQ受到的干扰减小'

图 !#VXQ覆盖概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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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给出了VXQ的覆盖概率与]S/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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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间的关系' 由于 ]S/ 和簇中心 VS/ 共享子带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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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簇中心VXQ的覆盖概率随着]S/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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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

加而降低' 同时%该图表明有序 VS/ 方案可达性能

增益与S/ 的半径有关' 此外%在相同的系统参数

下%有序VS/方案下簇中心和簇边缘VXQ的覆盖概

率小于无序 VS/ 方案下的两类覆盖概率' 而且%覆

盖概率的差距随着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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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增大而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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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XQ覆盖概率和
!

#

的关系%4

%

c>& R

V017?#O4-,A0(+ [4AZ44+ 3(Y4*,14T*([,[0-0AW(.

VXQ,+P

!

#

%4

%

c>& R

#

图 < 进一步研究了覆盖概率与覆盖半径 4

%

和

4

!

之间的关系' 通过观察可得%在有序VS/和无序

VS/ 下%簇中心和簇边缘 VXQ的覆盖概率都随着

2S/ 半径 4

%

的增大而减小' 然而%在给定簇中%

活动 VS/ 的数量 G

;

@

恒定%目标簇中心 VXQ受到

的干扰主要由 ]S/ 控制' 因此%覆盖半径 4

%

和

4

!

对簇边缘 VXQ的影响较大%对簇中心 VXQ影

响较小' 比较图 < 中#,$ &# [$ &#3$可得%对于簇

边缘 VXQ%有序 VS/ 方案是否优于无序 VS/ 方案

很大程度上由 4

%

和 4

!

共同决定' 不难看出%只

有在覆盖半径 4

!

较小的情况下%较大的覆盖范

围内%有序 VS/ 方案在簇边缘 VXQ的覆盖概率

优于无序 VS/ 方案' 另外%当覆盖半径 4

%

很小

时%有序 VS/ 方案的性能并不优于无序 VS/ 方

案' 只有当覆盖半径 4

%

较大时%有序 VS/ 方案

才具有优越性' 这是因为 4

%

的增加表示簇边缘

VS/ 的增加%使得簇边缘 VXQ的干扰减小' 另一

方面%随着半径 4

!

的增大%增加的 VS/ 落入给定

VS/ 的覆盖范围内'

图 <#覆盖半径4

%

和4

!

对VXQ覆盖概率的影响

V017<#HRT,3A(.AJ43(Y4*,14*,P004

%

,+P 4

!

(+ AJ43(Y4*,14T*([,[0-0A045(.VXQ

#

F@结论

针对热点区域小基站密集部署问题%本文提出

了一种基于用户簇分布的三层异构网络模型' 为

抑制层内和层间干扰%提出了 //9干扰管理方案'

采用 222&2K2和 2M2对网络进行建模%给出毫微

微基站层网络干扰统计特性%分析了 VS/ 下行链路

的覆盖概率%并分析了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为

进一步发掘其潜能%讨论了有序VS/ 和无序VS/ 两

种情况' 仿真结果表明%有序 VS/ 方案在覆盖概率

方面优于无序 VS/ 方案' 下一步将进一步研究网

络整体的覆盖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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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命题 ? 的证明

证明#首先计算干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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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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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5$的分布应用于极坐标%子点在 BK2和笛卡尔

坐标系中围绕父点#2S/$分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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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算干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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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氏变换' 首先考虑%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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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服从
0

#

和
)

@

中点的独立假设%#[$通过使用

文献(:")中的#!7!<:7!$获得%#3$通过应用BK2中单个

簇的概率生成函数#2aVU$获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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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合#%:$&#%&$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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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得证命题 :'

附录1!命题 A 证明

证明#簇边缘VS/受到的干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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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距离较远的洞相比%靠近簇边缘的洞

VXQ影响要显著得多' 因此%为了实现易于使用的

推导%本文只考虑一个洞%即最靠近簇边缘的洞

VXQ%而忽略其他洞' 由于目标簇边缘 VXQ总是位

于相关半径为4

%

的洞外%其最接近
0

D

的点位于距

其距离为4

%

的位置' 基于上述分析%通过假设最近

点的距离为
.

: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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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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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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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表达式#%<$'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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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和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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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Y

L

QVB

QVX

由#%!$给出' 注意%从#%!$得到的是从

目标簇边缘VXQ到其服务VS/的访问距离B

@

的拉

式变换
#

L

QVB

QVX

#2$' 得证命题 %'

参考文献

(:)#910Z,-]% O(W9% /,@4+,8784@A14+4*,A0(+ <aZ0*4-455

+4AZ(*\5! 93(RT*4J4+50Y45)*Y4W(')7HQQQK(RR)+03,E

A0(+5/)*Y4W5pB)A(*0,-5% %&:"% :$#!$! :":=E:"<<7

(%)#i,R4-]% M,R()P,L% N()554.97X-A*,EP4+54+4AE

Z(*\5! 95)*Y4W(')7HQQQK(RR)+03,A0(+5/)*Y4W5p

B)A(*0,-5% %&:"% :$#?$! %<%%E%<?<7

(!)#徐文娟%贾向东%杨小蓉%等7多层异构网络第R阶用

户级联方案(')7信号处理% %&:>% !<#%$! %=<E%$?7

h) L4+D),+% '0,h0,+1P(+1% N,+1h0,(*(+1% 4A,-79

+(Y4-REAJ [45A)54*,55(30,A0(+ 53J4R4.(*R)-A0EA04*J4AE

4*(14+4()5+4AZ(*\5(')7'()*+,-(./01+,-2*(34550+1%

%&:>% !<#%$! %=<E%$?7#0+ KJ0+454$

(?)#江玉函% 邹玉龙% 郑宝玉7新一代超密集异构蜂窝无

线网络研究(')7信号处理% %&%&% !"#%$! :<>E:"=7

'0,+1N)J,+% I() N)-(+1% IJ4+1S,(W)7O454,*3J (+

84Za4+4*,A0(+ (.X-A*,EF4+54M4A4*(14+4()5K4--)-,*

L0*4-45584AZ(*\5(')7'()*+,-(./01+,-2*(34550+1%

%&%&% !"#%$! :<>E:"=7#0+ KJ0+454$

(<)#KJ,+1/ M% 2,*\ Ma% i0R/ M% 4A,-7/A)PW(+ K(Y4*E

,14(.V)--V*4̂)4+3WO4)540+ VVO/W5A4R5S,54P (+

G)A,142*([,[0-0AW(')7HQQQB*,+5,3A0(+5(+ K(RR)+0E

3,A0(+5% %&:$% ""#::$! <$%$E<$?!7

(")#a,*3�,E](*,-45'% V4R4+0,5a% O04*,E2,-() V7G+ AJ4P4E

501+ (.GVF]9E[,54P VVOE,0P4P 0**41)-,*34--)-,*+4AZ(*\5

Z0AJ 5J,P(Z0+1(')7HQQQ933455% %&:$% "! ="?:E="<!7

(=)#M),Z407/(.A.*4̂)4+3W*4)5453J4R4.(*XBO98UBQ

(K)

"

!a22B/a O98 La: ]44A0+1?:% 9AJ4+5%

a*4434% ],W% %&&<7

($)#U0'% /J*(..8% KJ(+1Q79*4P)34PET(Z4*3J,++4-*4)54

53J4R4.(*Z0*4-455T,3\4A34--)-,*+4AZ(*\5(')7HQQQC

9K]B*,+5,3A0(+ (+ 84AZ(*\0+1% :>>>% =#"$! $:$E$!%7

(>)#F(TT-4*i% L0DA0+1K% 6,-\4,-,JA0i7H+A4*.4*4+34,Z,*4

53J4P)-0+1.(*5(.A.*4̂)4+3W*4)54(K)

"

HQQQ64J03)-,*

B43J+(-(1WK(+.4*4+34% %&&>! :E<7

(:&) 24+1]% IJ,+1i% '0,+1'% 4A,-7Q+4*1WEQ..0304+AO4E

5()*3495501+R4+A,+P 2(Z4*9--(3,A0(+ 0+ M4A4*(14+4()5

K-()P O,P0(93345584AZ(*\5(')7HQQQB*,+5,3A0(+5(+

64J03)-,*B43J+(-(1W% %&:<% "?#::$! <%=<E<%$=7

(::) M49% L,+1U% KJ4+ N% 4A,-7BJ*()1JT)A,+P Q+4*1W

Q..0304+3W.(*/EVVO0+ ],550Y4]H]GQ+,[-4P M4A4*(E

14+4()5KEO98(K)

"

HQQQa-([,-K(RR)+03,A0(+5K(+E

.4*4+34#aUGSQKG]$% %&:"! :E"7

?%!:



第 $ 期 胡海霞 等! 用户簇分布的异构网络建模与覆盖分析

(:%) L,+1U% L(+1i% Q-\,5J-,+ ]% 4A,-7/43*43W,+P Q+4*1W

Q..0304+3W0+ ],550Y4]H]G90P4P M4A4*(14+4()5KEO98!

984ZU((\ ,AH+A4*.4*4+34(')7HQQQ'()*+,-(./4-43A4P

B(T0350+ /01+,-2*(34550+1% %&:"% :&#$$! :!=<E:!$>7

(:!) i0RN% iZ(+ B% M(+1F79*4,5T43A*,-4..0304+3W(.

5J,*4P 5T43A*)RJ04*,*3J03,-34--5A*)3A)*4+4AZ(*\5(')7

HQQQB*,+5,3A0(+5(+ 64J03)-,*B43J+(-(1W% %&:&% <>

#$$! ?:?<E?:<:7

(:?) ],+\,*2F% F,5a% 2,AJ,\ /% 4A,-7U(,PE,Z,*4T4*E

.(*R,+34,+,-W505(.34--34+A4*C4P14)54*50+ *,+P(R

M4A84A5(')7HQQQB*,+5,3A0(+5(+ 64J03)-,*B43J+(-(E

1W% %&:$% "=#!$! %?="E%?>&7

(:<) 路艺%贾向东%吕亚平%等7用户设备分类的毫米波异构

网络性能研究(')7信号处理% %&%&% !"#!$! ?&=E?:?7

U) N0% '0,h0,+1P(+1% UYN,T0+1% 4A,-7O454,*3J (+

24*.(*R,+34(.]0--0R4A4*EL,Y4M4A4*(14+4()584AZ(*\5

S,54P (+ X54*Q̂)0TR4+AK-,550.03,A0(+(')7'()*+,-(.

/01+,-2*(34550+1% %&%&% !"#!$! ?&=E?:?7#0+ KJ0+454$

(:") i05J\ ]9% FJ0--(+ M/7B01JAU(Z4*S()+P5(+ AJ4K(+E

A,3AF05A,+34F05A*0[)A0(+ 0+ 2(055(+ M(-42*(3455(')7HQQQ

L0*4-455K(RR)+03,A0(+5U4AA4*5% %&:=% "#?$! ?<?E?<=7

(:=) 9.5J,+1]% FJ0--(+ M/7/T,A0,-R(P4-0+1(.P4Y034EA(E

P4Y034+4AZ(*\5! 2(055(+ 3-)5A4*T*(3455R44A52(055(+

M(-42*(3455(K)

"

950-(R,*K(+.4*4+34(+ /01+,-5% /W5E

A4R5,+P K(RT)A4*5% %&:<! !:=E!%:7

(:$) N,bP,+5J4+,5,+ I% FJ0--(+ M/% 9.5J,+1]% 4A,-72(05E

5(+ M(-42*(3455! BJ4(*W,+P 9TT-03,A0(+5A(L0*4-455

84AZ(*\5(')7HQQQB*,+5,3A0(+5(+ L0*4-455K(RR)+0E

3,A0(+5% %&:"% :<#::$! =<!:E=<?"7

(:>) KJ)+ N'% M,5+,]G% aJ*,W4[ 9% 4A,-7](P4-0+1J4AE

4*(14+4()534--)-,*+4AZ(*\50+A4*.4*4+34)50+1T(055(+

3-)5A4*T*(345545(')7HQQQ'()*+,-(+ /4-43A4P 9*4,50+

K(RR)+03,A0(+5% %&:<% !!#:&$! %:$%E%:><7

(%&) 9.5J,+1]% FJ0--(+ M/72(055(+ 3-)5A4*T*(3455[,54P

,+,-W505(.M4A84A5Z0AJ 3(**4-,A4P )54*,+P [,545A,A0(+

-(3,A0(+5(')7HQQQB*,+5,3A0(+5(+ L0*4-455K(RR)+0E

3,A0(+5% %&:$% :=#?$! %?:=E%?!:7

(%:) B,[,55)RM% M(55,0+ Q% M(55,0+ '7](P4-0+1,+P ,+,-W505

(.)T-0+\ +(+E(*AJ(1(+,-R)-A0T-4,334550+ -,*14E53,-434-E

-)-,*+4AZ(*\5)50+1T(055(+ 3-)5A4*T*(345545(')7HQQQ

B*,+5,3A0(+5(+ K(RR)+03,A0(+5% %&:=% "<#$$! !<<<E!<=&7

(%%) KJ0) /% /A(W,+ F% i4+P,--L% 4A,-7/A(3J,5A03a4(R4E

A*W,+P 0A59TT-03,A0(+5(])7BJ0*P QP)3,A0(+% X+0A4P

i0+1P(R! '(J+ L0-4Wp/(+5% %&:!7

(%!) a,+A0Oi% M,4+110]7H+A4*.4*4+34,+P G)A,140+ K-)5E

A4*4P L0*4-4559P M(384AZ(*\5(')7HQQQB*,+5,3A0(+5

(+ H+.(*R,A0(+ BJ4(*W% %&&>% <<#>$! ?&"=E?&$"7

(%?) M49% L,+1U% Q-\,5J-,+ ]% 4A,-7/T43A*)R,+P 4+4*E

1W4..0304+3W0+ R,550Y4]H]G4+,[-4P M4A84A5! 95A(E

3J,5A0314(R4A*W,TT*(,3J (')7HQQQK(RR)+03,A0(+5

U4AA4*5% %&:<% :>#:%$! %%>?E%%>=7

(%<) a*,P5JA4W+ H% OWbJ0\ H% a4*(+0R)5N)% 4A,-7B,[-4(.

H+A41*,-5% /4*045% ,+P 2*(P)3A5(])7/4Y4+AJ QP)3,A0(+%

/,+ F041(% 93,P4R032*455% %&&=7

作者简介

##胡海霞#女% :>>& 年生% 甘肃宁县

人' 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无线通

信系统信道估计&异构网络通信'

QER,0-! >!>$<<!:?l^^73(R

##贾向东#男% :>=: 年生% 甘肃渭源

人' 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 南京邮电大学博士&博士后% 主

要研究方向为下一代无线网络&<a技术&

协作通信&压缩感知协作&网络编码&物联

网技术等'

QER,0-! D0,@Pl+Z+)74P)73+

吕亚平#女% :>>? 年生% 河南商丘

人' 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基于深度强

化学习的 <a异构网络研究&中继无线通

信&F%F通信'

QER,0-! :&<>%%!=!$l^^73(R

曹胜男#女% :>>" 年生% 甘肃定西

人' 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无人机

通信'

QER,0-! :"%<"<=<&<l^^73(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