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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介绍

第一章 介绍

本技术报告旨在对笔者截至 2009年底在“分布式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方面所做出的研究
成果做一个全面的回顾。技术报告的主要内容均来自以下论文：

1. S. Yang, Y. Chen, and P. Qiu, “Linear-codes-based lossless joint source channel coding
for multiple-access channel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vol. 55, no.
4, pp. 1468–1486, Apr. 2009.

2. S. Yang, T. Honold, Y. Chen, et al, “Constructing linear codes with good spectra,”
submitted to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available at http://arxiv.org/abs/0909.3131）

3. 曾伟超，杨胜天，仇佩亮。基于随机交织的分布式信源编码的实际设计。浙江大学学
报（工学版），2009，43(11)：1994–1999。

由于本技术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对成果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总结，故省略了所研究问题的综述及

所获得成果的具体理论推导等，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上述文章，有关信息请访问笔者

的个人主页（http://www.yangst.codlab.net）。
分布式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是网络信息论（也称为多用户信息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视频压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我们主要研究了其中的一个基

本问题，即“多接入信道下相关信源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我

们建立了码谱（code spectrum）理论，通过将该理论与信息谱理论（information spectrum）
相结合，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线性码和随机交织的理论最优编码方案。由于我们的方案需要

具有良好联合谱的线性码，所以我们对具有良好联合谱的线性码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我们还

进一步研究了“如何构造具有良好联合谱的线性码”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构造这类线性好

码的方法。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还以码谱理论建立了关于不同应用中各类线性好码的统一观

点。最后，我们以分布式无损信源编码（Slepian-Wolf编码）为特例，设计了基于随机交织
的分布式信源编码系统。该系统在多个非均匀相关信源下取得了较好的性能，从而在实践上

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理论的正确性。

本技术报告的组织如下：

1. 第二章介绍了报告中使用的基本符号与约定。
2. 第三章介绍了码谱理论的有关成果；
3. 第四章介绍了基于线性码和随机交织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方案及有关理论分析结
果；

4. 第五章介绍了码谱理论下关于各类线性好码标准的统一观点；
5. 第六章介绍了具有良好联合谱的线性码的特征和构造这类线性码的各种方法；
6. 第七章介绍了我们在基于随机交织的分布式信源编码系统设计方面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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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符号与约定

第二章 基本符号与约定

这一章，我们将简要介绍报告中使用的基本符号与约定。

• 一般地，我们用小写字母表示符号、实变量和确定的映射；用大写字母表示集合、矩
阵和随机元素（random elements）。字符集则用大写字母手写体表示。
• ∅表示空集， ε表示空串，即长度为零的序列。

• |A|表示集合A的基数（势）。

• 符号Z、N、N0、R和C 分别表示整数环、正整数集合、非负整数集合、实数域和复
数域。对于一个大于 1的素数幂次 q，Fq表示 q阶有限域。 Fq中由非零元素构成的乘

法子群则被记为F×
q （相似的记法也适用于其他域）。我们将Z的二元子集 {0, 1}记作

B。
• 对于任意的n ∈ N，我们定义指标集合

In
△
= {1, 2, · · · , n}.

• X n表示字符集X的n重笛卡尔积。我们用记号X ∗表示所有有限长度序列的集合，即

X ∗ △
= {ε} ∪

∞∪
n=1

X n.

• 我们用 x = x1x2 · · ·xn表示X n中的一个序列（或矢量），其中 xi表示序列 x的第 i

个分量。对于序列 x中的某一部分序列，如 xixi+1 · · ·xj（1 ≤ i ≤ j ≤ n），我们

用记号 xi···j 作为缩写表示。更一般地，对于任意的集合 A = {a1, a2, . . . , ar}，且
1 ≤ a1 < a2 < · · · < ar ≤ n，我们定义序列xa1

xa2
· · ·xar

，并将其记为 (xi)i∈A或xA。

显然，序列x也可以记作x1···n或xIn
。

• |x|表示序列x的长度。
• 假设x和y是X ∗中的两个序列，我们将两者的积xy定义为x和y的级联，即

xy △
= x1x2 · · ·x|x|y1y2 · · · y|y|.

显然，空串 ε是恒等元，因为对于所有的x ∈ X ∗， εx = xε = x。我们将x的m重积

缩写为xm。特别地，我们使用记号al表示将一个长度为 l的全a序列（a ∈ X），或者
仅仅用记号a表示一个全a序列而不显式表明其长度。

• 所有矢量都被默认地看作是行矢量。我们用M = (Mi,j)i∈Im,j∈In
表示一个m× n的矩

阵，其中Mi,j表示矩阵的第 (i, j)个元素。矩阵M的转置记作MT。域（环）F上的所

有m×n矩阵的集合记作Fm×n。集合Fm×n实际上构成了一个F上的矢量空间（模），

而当m = n时，它就是一个关于矢量空间（模）运算和矩阵乘法的F代数。

• 对于任意函数 f : Y → Z和 g : X → Y，我们定义函数的复合 f ◦ g为

(f ◦ g)(x) △
= f(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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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符号与约定

• 对于任意函数 f : X1 → Y1和 g : X2 → Y2，我们定义 f和 g的平行积 f ⊙ g为

(f ⊙ g)(x1, x2)
△
= (f(x1), g(x2)).

• 定义函数 1{·}为 1{true} = 1和 1{false} = 0。于是，集合X的子集A上的指示函数就

可以写为 1{x ∈ A}。
• n个字母上的一个置换就是从In到In的一个一一映射。所有n字母的置换组成的群记

作Sn.
• 对于一个有限集合A，我们将以Xa（a ∈ A）为不定变量、系数为复数的所有形式多

项式构成的多项式环记为C[Xa; a ∈ A]。环C[Xa; a ∈ A]可以被看作是NA
0（所有映射

A→ N0构成的加法半群)在复数域上的半群代数的子环（具有有限长度的多项式）。
• 进行概率分析时，我们假设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与一个基本的概率空间 (Ω,A, P )相关
联，其中A是Ω中的一个σ-代数（或σ-域）, P是可测空间 (Ω,A)上的一个概率测度。

任何从Ω到可测空间 (B,B)的一个可测映射通常被称为一个随机元素。任意事件的概
率一般记为P (·)、P{·}或Pr{·}。
• 对于任意的取值在相同可测空间上的随机元素F和G，记号F

d
= G表示F和G具有相

同的概率分布。

• 对于任意实随机变量序列 {Zn}∞n=1，我们引入两个概率极限运算，即依概率上极

限 p-lim supn→∞ Zn和依概率下极限 p-lim infn→∞ Zn，分别定义为

p-lim sup
n→∞

Zn
△
= inf

{
α
∣∣∣ lim
n→∞

Pr{Zn > α} = 0
}

和

p-lim inf
n→∞

Zn
△
= sup

{
β
∣∣∣ lim
n→∞

Pr{Zn < β} = 0
}
.

当

p-lim sup
n→∞

Zn = p-lim inf
n→∞

Zn = c

时，我们称{Zn}∞n=1的依概率极限为

p-lim
n→∞

Zn = c.

• 对于任意的随机集合或函数，随机集合的 n重积（如An）和随机函数的 n重平行积

（如
⊙n

i=1 F）都被默认为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集合或函数的积。

• 所有的对数都假设底数为自然常数 e，并记作 ln。
• 对于字符集X上的任意概率分布P，熵 H(P )定义为

H(P )
△
=
∑
a∈X

P (a) ln 1

P (a)
.

对于实数x ∈ [0, 1]和任意的整数 q ≥ 2，熵 hq(x)定义为

hq(x)
△
= H(x, 1− x) + (1− x) ln(q − 1).

对于字符集X上的任意的概率分布P和Q， 信息散度 D(P∥Q)定义为

D(P∥Q)
△
=
∑
a∈X

P (a) ln P (a)
Q(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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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符号与约定

对于任意实数x, y ∈ [0, 1]，信息散度 D(x∥y)定义为

D(x∥y) △
= D((x, 1− x)∥(y, 1− y)).

• 对于任意的实函数 f(n)和 g(n)，其中n ∈ N，渐近Θ-记号 f(n) = Θ(g(n))表示存在正

常数 c1和 c2使得对于充分大的n，

c1g(n) ≤ f(n) ≤ c2g(n)�

• 对于任意的x ∈ R， ⌊x⌋表示不超过x的最大整数， ⌈x⌉表示不被x超过的最小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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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码谱理论

本章将主要介绍由类型论等方法建立起来的码谱理论，该理论方法在我们的信源信道联

合编码性能分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 基本概念

令X 和Y为两个有限（加法）阿贝尔群。我们定义一个线性码（linear code）为群同态
f : X n → Ym，即一个满足

f(x1 + x2) = f(x1) + f(x2) ∀x1,x2 ∈ X n.

的映射。我们定义线性码 f的编码速率（coding rate）为比值n/m，并将其记作R(f)。

注意，通过定义

σ(x) △
= xσ−1(1)xσ−1(2) · · ·xσ−1(n) ∀x ∈ X n

的方法，任何 n个字母上的置换 σ都可以被看作是X n上的一个自同构（即线性码）。对于

n ∈ N，我们将一个n字母上均匀分布的随机置换记作Σn（或Σ′
n、Σ′′

n等），也就是

Pr{Σn = σ} =
1

n!
∀σ ∈ Sn.

默认地，我们假设出现在同一个表达式中的不同随机置换是独立的，诸如Σm和Σn的记号表

示不同的随机置换，即使有可能m = n。

为了分析更一般的场景，我们还需要对置换的定义和记号做一些推广。对于任意的

n1, n2 ∈ N，考虑集合 Sn1
× Sn2

。于是，对于任意的σ = (σ1, σ2) ∈ Sn1
× Sn2

，我们定义

X n1
1 ×X n2

2 中任意序列对的矢量置换（vector permutation）σ为

σ(x1,x2)
△
= (σ1(x1), σ2(x2)) ∀(x1,x2) ∈ X n1

1 ×X n2
2 .

令Σn1,n2

△
= (Σn1

,Σn2
)，于是

Pr{Σn1,n2
= σ} =

1

n1!n2!
∀σ ∈ Sn1

× Sn2
.

我们从而得到了一个均匀分布的随机矢量置换。

同样地，我们可以定义矢量置换 σ = (σ1, · · · , σm) ∈
∏m

i=1 Sni
和随机矢量置换

Σn1,··· ,nm

△
= (Σn1

, · · · ,Σnm
)，其中m,n1, · · · , nm ∈ N。

下面，我们引入类型的概念[8]。 X n中任意序列x的类型（type）是一个定义在X上的经
验分布Px，如下：

Px(a)
△
=

1

|x|

|x|∑
i=1

1{xi = a} ∀a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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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码谱理论

对于X 上的一个（概率）分布P，我们将X n中所有类型为P 的序列的集合记为 T n
P (X )。如

果T n
P (X ) ̸= ∅，那么分布P被称为X n中序列的类型。我们将X上的所有分布记为P(X )，将

X n中所有序列的类型的集合记为Pn(X )。

现在，我们来定义谱（spectrum）的概念。一个非空集合A ⊆ X n的谱是一个定义在

Pn(X )上的经验分布SX (A)，如下：

SX (A)(P )
△
=

|{x ∈ A|Px = P}|
|A|

∀P ∈ Pn(X ).

类似地，非空集合B ⊆ X n×Ym的联合谱（joint spectrum）是一个定义在Pn(X )×Pm(Y)

上的经验分布SXY(B)，如下：

SXY(B)(P,Q)
△
=

|{(x,y) ∈ B|Px = P, Py = Q}|
|B|

∀P ∈ Pn(X ), Q ∈ Pm(Y).

进一步，我们定义边际谱（marginal spectrum）SX (B)和SY(B)分别为SXY(B)的边际分布，

即

SX (B)(P )
△
=

∑
Q∈Pm(Y)

SXY(B)(P,Q)

SY(B)(Q)
△
=

∑
P∈Pn(X )

SXY(B)(P,Q).

接下来，我们定义条件谱（conditional spectra）SY|X (B)和SX|Y(B) 分别为SXY(B)的条件

分布，即

SY|X (B)(Q|P ) △
=
SXY(B)(P,Q)

SX (B)(P )
∀P 满足SX (B)(P ) ̸= 0

SX|Y(B)(P |Q)
△
=
SXY(B)(P,Q)

SY(B)(Q)
∀Q 满足SY(B)(Q) ̸= 0.

自然地，对于任意函数 f : X n → Ym，我们定义它的联合谱（joint spectrum）SXY(f)、

前向条件谱（forward conditional spectrum）SY|X (f)、 后向条件谱（backward conditional
spectrum） SX|Y(f)和 像谱（image spectrum） SY(f)分别为 SXY(rl(f))、 SY|X (rl(f))、
SX|Y(rl(f))和 SY(rl(f))，其中， rl(f)表示关系集合 {(x, f(x))|x ∈ X n}。这时，前向条件
谱可由下式

SY|X (f)(Q|P ) = SXY(f)(P,Q)

SX (X n)(P )
.

给出。如果 f 是线性码，我们进一步定义其核谱（kernel spectrum）为 SX (ker f)，其中
ker f △

= {x ∈ X n|f(x) = 0m}。这时，我们还有

SY(f) = SY(f(X n)).

因为根据线性码的定义， f是一个群同态。

上述定义可以很容易地做进一步的推广。比如，我们可以考虑集合C ⊆ X n ×Ym ×Z l的

联合谱SXYZ(C)，或者考虑函数 g : X n1
1 ×X n2

2 → Ym1
1 × Ym2

2 的联合谱SX1X2Y1Y2
(g)。

3.2 谱的基本性质

根据谱的定义，我们可以推出以下关于谱的一些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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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码谱理论

命题 3.2.1 对于所有的P ∈ Pn(X )和Pi ∈ Pni
(Xi)（1 ≤ i ≤ m），

SX (X n)(P ) =

(
n
nP

)
|X |n

SX1···Xm
(

m∏
i=1

Ai)(P1, · · · , Pm) =

m∏
i=1

SXi
(Ai)(Pi)

式中， (
n

nP

)
△
=

n!∏
a∈X (nP (a))!

并且Ai ⊆ X ni

i （1 ≤ i ≤ m）。

命题 3.2.2 令FRB
Ym|Xn : X n → Ym 为 [5] 中定义的随机装箱（random binning）函数，即每

个x ∈ X n被以独立均匀分布地方式指派为Ym中的序列，于是

E[SXY(F
RB
Ym|Xn)] = SXY(X n × Ym). (3.1)

一般地，我们有

E[SX1···XlY1···Yk
(FRB∏k

i=1 Ymi
i |

∏l
i=1 Xni

i
)] = SX1···XlY1···Yk

(
l∏

i=1

X ni

i ×
k∏

i=1

Ymi

i ). (3.2)

命题 3.2.3 对于任意的矢量置换σ ∈
∏m

i=1 Sni
和任意的集合A ⊆

∏m
i=1 X

ni

i ，

SX1···Xm
(σ(A)) = SX1···Xm

(A). (3.3)

命题 3.2.4 对于任意的xIm
∈
∏m

i=1 X
ni

i 和任意的随机集合A ⊆
∏m

i=1 X
ni

i ，

E

[
1{xIm

∈ Ã}
|A|

]
=
α(A)((Pxi

)i∈Im
)∏m

i=1 |Xi|ni
(3.4)

式中，

Ã
△
= Σn1,··· ,nm

(A) (3.5)

α(A)((Pxi
)i∈Im

)
△
=

E[SX1···Xm
(A)((Pxi

)i∈Im
)]

SX1···Xm
(
∏m

i=1 X
ni

i )((Pxi
)i∈Im

)
. (3.6)

而且，对于任意的非负整数 l < m和任意的Pi ∈ Pni
(Xi)（l + 1 ≤ i ≤ m），

E


∣∣∣(xIl

×
∏m

i=l+1 T
ni

Pi
(Xi)

)
∩ Ã

∣∣∣
|A|

 =
E[SX1···Xm

(A)((Pxi
)i∈Il

, PIm\Il
)]∏l

i=1 |Xi|ni
∏l

i=1 SXi
(X ni

i )(Pxi
)
. (3.7)

命题 3.2.5 对于任意的随机函数F : X n → Ym和任意的x ∈ X n, y ∈ Ym，我们有

Pr{F̃ (x) = y} = |Y|−mα(F )(Px, Py) (3.8)

式中

F̃
△
= Σm ◦ F ◦ Σn (3.9)

α(F )(P,Q)
△
=

E[SXY(F )(P,Q)]

SXY(X n × Ym)(P,Q)
=
E[SY|X (F )(Q|P )]
SY(Ym)(Q)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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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码谱理论

命题3.2.5是命题3.2.4的一个简单推论。

命题 3.2.6 对于给定的线性码 f : X n → Ym，我们有

α(f)(P0n , Py) = |Y|m1{y = 0m}, ∀y ∈ Ym. (3.11)

如果X和Y都是有限域Fq，我们定义一个特殊的随机线性码FRLC
q,n,m : Fn

q → Fm
q 为x 7→ xAn×m，

其中An×m表示一个随机的n×m矩阵，其均匀分布于所有Fq上n×m矩阵构成的集合Fn×m
q

（文献 [7] 和 [13, Sec. 2.1] 等曾使用过这种随机构造方法）。于是，对于所有的x ∈ Fn
q \{0n}

和y ∈ Fm
q ，

Pr{F̃RLC
q,n,m(x) = y} = Pr{FRLC

q,n,m(x) = y} = q−m (3.12)

或等价地，对于所有的P ∈ Pn(Fq)\{P0n}和Q ∈ Pm(Fq)，

α(FRLC
q,n,m)(P,Q) = 1. (3.13)

命题 3.2.7 给定一个随机线性码 F : X n → Ym，对于任意不等的 x, x̂ ∈ X n和任意的

y, ŷ ∈ Ym，

Pr{F̂ (x) = y} = |Y|−m (3.14)

Pr{F̂ (x̂) = ŷ|F̂ (x) = y} = |Y|−mα(F )(Px̂−x, Pŷ−y) (3.15)

式中

F̂ (x) △
= F̃ (x) + Ȳ m ∀x ∈ X n (3.16)

Ȳ m表示Ym上的一个独立均匀随机矢量。

命题 3.2.8 对于任意的随机函数F :
∏l

i=1 X
ni

i →
∏k

j=1 Y
mj

j ，

Pr{F∼(xIl
) ∈

k∏
j=1

T mj

Qj
(Yj)} = E[SY1···Yk|X1···Xl

(F )(QIk
|(Pxi

)i∈Il
)]

∀xIl
∈

l∏
i=1

X ni

i , QIk
∈

k∏
j=1

Pmj
(Yj) (3.17)

式中

F∼ △
= F ◦ Σn1,··· ,nl

. (3.18)

命题 3.2.9 对于任意的随机函数F : X n → Ym和G : Ym → Z l，

E[SZ|X (G ◦ Σm ◦ F )(Q|O)] = E[SZ|X (G
∼ ◦ F∼)(Q|O)]

=
∑

P∈Pm(Y)

E[SY|X (P |O)]E[SZ|Y(Q|P )]

∀O ∈ Pn(X ), Q ∈ Pl(Z). (3.19)

命题 3.2.10 如果随机函数F :
∏l

i=1 X
ni

i →
∏k

j=1 Y
mj

i 是双射（
∏l

i=1 |Xi|ni =
∏k

j=1 |Yi|mj），

那么

E[SX1···Xl|Y1···Yk
(F−1)(PIl

|QIk
)] = E[SX1···Xl|Y1···Yk

(F )(PIl
|QIk

)]

∀PIl
∈

l∏
i=1

Pni
(Xi), QIk

∈
k∏

j=1

Pmj
(Yj).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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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码谱理论

3.3 谱生成函数和具有坐标分割的谱

通过命题3.2.9，我们可以方便地计算串行级联码的码谱。为了能够方便地计算平行级联
码的码谱，我们将进一步引入谱生成函数和具有坐标分割的集合的谱等概念。

对于任意的集合A ⊆ X n，我们定义它的谱生成函数（spectrum generating function）为
C[ua; a ∈ X ]中的一个多项式

GX (A)(u)
△
=

1

|A|
∑
x∈A

n∏
i=1

uxi

式中，u △
= (ua)a∈X。等价地，我们可将其定义与集合A的谱联系起来，即

GX (A)(u) =
∑

P∈Pn(X )

SX (A)(P ) · unP

式中unP是
∏

a∈X u
nP (a)
a 的缩写。有时，为了简化符号，我们也将GX (A)简记为G(A)。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定义与其他类型的谱相对应的谱生成函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集合

B ⊆ X n × Ym的联合谱生成函数：

GXY(B)(u,v) △
=

∑
P∈Pn(X )
Q∈Pm(Y)

SXY(B)(P,Q) · unPvmQ

=
1

|B|
∑

(x,y)∈B

n∏
i=1

uxi

m∏
j=1

vyj
∈ C[ua, vb; a ∈ X , b ∈ Y],

式中u △
= (ua)a∈X，v △

= (vb)b∈Y。同样，为了简化记号，我们也常将其记为G(B)(u,v)。
下面，我们将引入具有坐标分割的集合的谱的概念。令A为X n的一个子集，与其相伴

的还有坐标集合In。令U为集合In的一个固定分割，即一个In的非空子集的集合， In中的

每一个元素都恰好被包含在其中的一个子集中。我们首先定义任意序列x ∈ X n的 U-类型 PU
x

为

(PU
x )U∈U

△
= (PxU

)U∈U .

我们用记号PU
n (X ) 表示X n中所有序列的U-类型组成的集合，即

PU
n (X ) =

∏
U∈U

P|Ui|(X ).

PU
n (X )中任意的U-类型都以下述形式表示：

PU △
= (PU1 , · · · , PU|U|).

于是，基于U-类型，我们定义A的 U-谱为 PU
n (X )上的经验分布SXU (A)，定义如下：

SXU (A)(PU)
△
=

|{x ∈ A|PU
x = PU}|

|A|
∀PU ∈ PU

n (X ).

可以看到，U-谱本质上是联合谱的一个变种。当U = {In}时，它就退化为普通的谱了。
类似地，给定一个集合B ⊆ X n ×Ym 和一对坐标分割U（关于In）与V（关于Im），我

们可以在PU
n (X )×PV

m(Y)上定义联合(U ,V)-谱SXUYV (B)。对于一个给定的函数f : X n → Ym

及一对坐标分割 (U ,V)，我们还可以定义其联合 (U ,V)-谱SXUYV (f) 为其关系集合 rl(f)的联
合 (U ,V)-谱。集合与函数的条件谱、边际谱也都存在类似的推广。

9



第三章 码谱理论

上述概念对于计算平行级联码的谱至关重要，但是，这些符号过于繁琐。所以，为了方

便，当我们显式写明A ⊆
∏p

i=1 X ni时（
∑p

i=1 ni = n），我们将假设默认的坐标分割为

U0
△
= {U1, U2, · · · , Up} =

{
{1, · · · , n1}, · · · ,

{
p−1∑
i=1

ni + 1, · · · , n

}}
. (3.21)

所以，A的默认谱就是A的U0-谱，我们将其记作SX···X (A)或SXp(A)。注意，当 p = 1时，

这一约定与普通的A的谱相吻合。

现在，即使对于一个简单的集合A ⊆ X n，都存在许多对应于不同坐标分割的A的谱。所

以，下面，我们将推广谱生成函数来进一步分析这些谱间的关系。

对于任意的集合A ⊆ X n及坐标分割U，我们定义其 U-谱生成函数 GXU (A)为一个具有

|U||X |个不定变量uU,a（U ∈ U , a ∈ X）的多项式

GXU (A)(uU)
△
=

1

|A|
∑
x∈A

∏
U∈U

u|U |PU
x

U

其中，uU
△
= (uU )U∈U = (uU,a)U∈U,a∈X。注意，当U = {In}，这一定义正好退化为普通的谱

生成函数GX (A)(u)。根据U-谱的定义，GXU (A)(uU)的另一种等价表示为：∑
PU∈PU

n (X )

SXU (A)(PU)
∏
U∈U

u|U |PU

U .

类似地，给定一个集合B ⊆ X n × Ym及坐标分割U和V，我们可以定义 (U ,V)-谱生成函
数 GXUYV (B)(uU ,vV)。进一步，给定映射 f : X n → Ym及坐标分割U和V，我们可以定义其
(U ,V)-谱生成函数为

GXUYV (f)(uU ,vV)
△
= GXUYV (rl(f))(uU ,vV).

同样为了方便，当我们显式写明 A ⊆
∏p

i=1 X ni 时（
∑p

i=1 ni = n），我们假设默认

分割为式(3.21)定义的 U0。因此 A的默认谱生成函数为其 U0-谱生成函数，我们将其记
为 GX···X (A)(u1, · · · ,up) 或 GXp(A)(uIp

)。当 p = 1时，它正好与记号 GX (A)(u)（常记为
G(A)(u))相一致。
基于上述定义，我们证明了以下一些性质。

命题 3.3.1 对于任意集合A ⊆ X n和任意坐标分割U， GXU (A)(1) = 1。

命题 3.3.2 对于任意集合A ⊆ X n和B ⊆ Ym,

G(A×B)(u,v) = G(A)(u) · G(B)(v). (3.22)

命题 3.3.3 假设U1和U2是 In的两个分割。我们用记号U1 ≤ U2表示 U2是U1的一个细分。

对于任意集合A ⊆ X n，如果U1 ≤ U2，则GXU1 (A)(u1,U1
) 可以通过下述替换

u2,U2
7→ u1,U1

如果U2 ⊆ U1 (3.23)

从GXU2 (A)(u2,U2
)得到，式中U1 ∈ U1，U2 ∈ U2。

命题 3.3.4 令 f : X → X 和 g : Y → Y为两个双射。对于任意集合B ⊆ X n × Ym，谱生成函

数G((fn ⊙ gm)(B))(u,v)可以通过下述替换

ua 7→ uf(a) ∀a ∈ X (3.24)

10



第三章 码谱理论

vb 7→ vg(b) ∀b ∈ Y (3.25)

从G(B)(u,v)得到，式中

fn
△
=

n⊙
i=1

f, gm
△
=

m⊙
j=1

g.

由命题3.3.2和3.3.3，我们很容易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 3.3.1 对于任意的两个集合A1 ⊆ X n1和A2 ⊆ X n2，

GX (A1 ×A2)(u) = GX (A1)(u) · GX (A2)(u).

推论 3.3.2
G(X n)(u) = [G(X )(u)]n =

(∑
a∈X ua

|X |

)n

.

推论 3.3.3 对于任意的两个映射 f1 : X n1 → Ym1和 f2 : X n2 → Ym2，

GXY(f1 ⊙ f2)(u,v) = GXY(f1)(u,v) · GXY(f2)(u,v).

3.4 谱与重量

这一节，我们将建立谱与（Hamming）重量间的联系。
在传统的编码理论中，一个码字 c的重量是码字中非零符号的个数，通常我们将其记作

w(c)。对于任意的线性码C ⊆ X n，令Ai为C中码字重量为 i的码字个数。于是，C的重量分

布就是一个系数集合{A0, A1, . . . , An}，该集合也可以多项式的形式表示为

AC(x, y) =

n∑
i=0

Aix
n−iyi 或 AC(z) =

n∑
i=0

Aiz
i.

这称为重量枚举器（weight enumerator）。然而，为了方便与谱进行比较，下面我们将使用
齐次归一化的重量、重量分布和重量枚举器。

序列x ∈ X n的重量是定义在B上的经验分布，即

Wx
△
= P(1{xi ̸=0})i∈In

.

显然，

Wx(0) = Px(0), Wx(1) = 1− Px(0) =
∑

a∈X ,a ̸=0

Px(a).

于是，集合A ⊆ X n的重量分布就是Pn(B)上的经验分布，如下：

Sw
X (A)(W ) =

|{x ∈ A|Wx =W}|
|A|

∀W ∈ Pn(B).

显然，

Sw
X (A)(W ) =

∑
P∈Pn(X ),P (0)=W (0)

SX (A)(P ).

类似地，对于集合B ⊆ X n × Ym，我们可以定义联合重量分布Sw
XY(B)、边际重量分布

Sw
X (B)和Sw

Y (B) 以及条件重量分布Sw
Y|X (B)和Sw

X|Y(B)。同样类似于谱的定义，我们通过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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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一个函数的关系集合来定义其联合重量谱。不仅如此，当给定坐标分割时（如In的分割U、
Im的分割V），上述所有定义都可以被扩展到所谓的U-重量（如WU

x = (WU
x

△
= WxU

)U∈U）、

U-重量分布（如Sw
XU (A)）、联合 (U ,V)-重量分布（如Sw

XUYV (B)）等等。这里我们就不再赘

述。

下面，我们来定义重量枚举器。对于任意集合A ∈ X n和坐标分割U，我们将其 U-重量
枚举器定义为

Gw
XU (A)(wU) =

1

|A|
∑
x∈A

∏
U∈U

w|U |WU
x

U

即一个具有 2|U|个不定变量 wU,i（U ∈ U， i ∈ B）的多项式，其中wU
△
= (wU )U∈U =

(wU,0, wU,1)U∈U。当分割U = {In}时，我们将其简写为Gw
X (A)(w)或Gw(A)(w)。

同样，给定一个集合B ⊆ X n × Ym及坐标分割U和V，我们可以定义其 (U ,V)-重量枚举
器 Gw

XUYV (B)(w1,I|U| ,w2,I|V|)。给定一个映射 f : X n → Ym及坐标分割U和V，我们可以将
其 (U ,V)-重量枚举器定义为

Gw
XUYV (f)(w1,U ,w2,V)

△
= Gw

XUYV (rl(f))(w1,U ,w2,V).

基于上述定义，我们通过以下两个命题建立了谱生成函数和重量枚举器之间的联系。.

命题 3.4.1 令A为X n的一个子集，并设其坐标分割为U。于是，通过下述替换

uU,a 7→ wU,1{a̸=0} ∀U ∈ U , a ∈ X . (3.26)

可以由GXU (A)(uU) 得到Gw
XU (A)(wU)。

命题 3.4.2 令A为Fn
q 的子集，并令FRM

q : Fq → Fq为一个如下定义的随机映射

x 7→ Cx (3.27)

式中乘数C是一个独立的随机变量，其在F×
q 上均匀分布。于是，通过下述替换

wU,0 7→ uU,0, wU,1 7→
∑

a∈X ,a ̸=0 uU,a

q − 1
∀U ∈ U (3.28)

可以由Gw
FU
q
(A)(wU) 得到E[GFU

q
(FRM

q,n (A))(uU)]，式中

FRM
q,n

△
=

n⊙
i=1

FRM
q . (3.29)

3.5 MacWilliams恒等式

编码理论中最著名的结果之一就是MacWilliams恒等式 [25]，它将线性码的重量枚举器
与其对偶码的重量枚举器联系起来。这一节中，我们将介绍其在码谱理论中的相应推广的结

果。这一推广可以看作是文献 [19, 32,36] 中结果的结合与进一步扩展。
这一节中，我们将假设X是一个有限交换环，其乘法单位元为1。于是，集合X n在赋予

其按分量加法和标量乘法后就变成了一个X -模。
对于环X，如果存在群同态 χ : (X ,+) → C×（称为 (X ,+)的特征），其核不包含任何

非零理想，则X 被称为是一个 Frobenius环。而这类同态被称为是环X 的一个生成特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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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benius环的例子有：有限域Fq（χ(x) = e2πiTr(x)/p，其中Tr : Fq → Fp是从Fq映射到其素

子域Fp的迹函数），环Zq = Z/qZ（q ∈ N，χ(x) = e2πix/q）。关于Frobenius环的基础知识及
其在编码理论中的应用，见文献 [20, 24,28,36]。
对于任意的x1,x2 ∈ X n，我们定义X n上的点乘为

x1 · x2 =

n∑
i=1

x1,ix2,i.

然后，对于任意的集合A ⊆ X n，我们定义集合A的正交集A⊥为

A⊥ = {x ∈ X n|∀x′ ∈ A : x · x′ = 0}.

显然，A⊥是X n的一个子模。

下面，我们给出码谱理论下得到的MacWilliams恒等式。

定理 3.5.1 (参见 [19]) 令A为X n的子模， U为In的一个固定分割。如果X是一个Frobenius
环，那么

GXU (A⊥)(uU) =
1

|A⊥|
GXU (A)((uUM)U∈U) (3.30)

式中M是一个 |X | × |X |矩阵，定义如下：

Ma1,a2
= χ(a1a2) ∀a1, a2 ∈ X (3.31)

χ为X的某个生成特征。

在使用定理3.5.1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能够计算矩阵M。很容易证明，对于一个Frobenius
环X，设其生成特征为χ，则 (X ,+)的每个特征都具有以下形式： x 7→ χ(ax)， a ∈ X 是一
个唯一确定的元素。所以，M本质上就是交换群 (X ,+)的特征表。事实上， |X |− 1

2 M是一个
对称的酉矩阵，这意味着 ∑

x∈X

Ma,x =
∑
x∈X

Mx,a = |X |1{a = 0}. (3.32)

以下是运用定理3.5.1获得的一些结果。

定理 3.5.2 (参见 [19,32]) 令A为 X n的子模， U 为 In的一个固定分割。如果 X 是一个
Frobenius环，那么

Gw
XU (A⊥)(wU) =

1

|A⊥|
Gw
XU (A)((wUK)U∈U) (3.33)

式中

K =

(
1 1

|X | − 1 −1

)
. (3.34)

注意，如果令定理3.5.2中的U = {In}和w = (1, 1)，那么

1 = Gw
X (A

⊥)(1, 1) =
1

|A⊥|
Gw
X (A)(|X |, 0) = |X |n

|A||A⊥|

即

|A||A⊥| = |X |n. (3.3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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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3.5.1 令Zq为模 q加法和乘法下的整数环（q ≥ 2）。令A为Zn
q 的子模， U为In的一个

固定分割。那么

GZU
q
(A⊥)(uU) =

1

|A⊥|
GZU

q
(A)((uUM)U∈U) (3.36)

式中M是一个 q × q的矩阵，定义如下：

Mz1,z2 = e2πiz1z2/q ∀z1, z2 ∈ Zq. (3.37)

定理 3.5.3 令A为一个X 上的n ×m矩阵。定义线性码 f : X n → Xm和 g : Xm → X n分别

为

f(x) = xA ∀x ∈ X n (3.38)

和

g(y) = yAT ∀y ∈ Xm (3.39)

令U为In的分割，V为Im的分割。如果X是一个Frobenius环，那么

GXVXU (−g)(vV ,uU) =
1

|X |m
GXUXV (f)((uUM)U∈U , (vV M)V ∈V) (3.40)

式中M是由式(3.31)定义的矩阵。

定理 3.5.4 令A为一个X 上的n×m矩阵。定义线性码 f : X n → Xm和 g : Xm → X n 分别

为式(3.38)和(3.39)。令U为In的分割，V为Im的分割。如果X是一个Frobenius环，那么

Gw
XVXU (−g)(w2,V ,w1,U) =

1

|X |m
Gw
XUXV (f)((w1,UK)U∈U , (w2,V K)V ∈V) (3.41)

式中K是由式(3.34)定义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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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线性码和随机交织的无损信源

信道联合编码

本章将介绍一个基于线性码和随机交织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方案，并通过信息谱和

码谱方法证明该方案的理论最优性。

4.1 基本问题

在介绍编码方案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用数学语言精确地描述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即“多

接入信道下相关信源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问题。我们将使用信息谱方法的语言来描述，

所以我们需要引入信息谱方法的有关概念。

信息谱（Information Spectrum）方法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Han、Verdú等人创立并
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信息论方法（如 [17, 18,35] 等）。
信息谱方法中，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一个一般信源（general source）就是指一个随机

变量序列X = {Xn}∞n=1，其相应的字符集序列为X = {Xn}∞n=1，而一个一般信道（general
channel）就是指一个关联字符集序列X = {Xn}∞n=1和 Y = {Yn}∞n=1的条件概率分布序列

W = {Wn(·|·)}∞n=1，满足对于所有的n ≥ 1，∑
y∈Yn

Wn(y|x) = 1, ∀x ∈ Xn.

由于通常我们所面对的数据源或信道都是某个字符集下的乘积空间，所以，通常的一般信源

记为

X = {Xn = (X
(n)
1 , X

(n)
2 , · · · , X(n)

n )}∞n=1,

其中，每个Xn在字符集X n上取值，而通常的一般信道也记为

W = {Wn(·|·)}∞n=1,

表示Wn是关联X n和Yn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上述定义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到相关一般信源和多接入信道。 K 个相关一般信源

（correlated general sources）可以表示为

(Xi)i∈IK
= {(Xn

i )i∈IK
}∞n=1,

式中

Xn
i = (X

(n)
i,1 , X

(n)
i,2 , · · · , X

(n)
i,n ) ∈ X n

i ,

IK
△
= {1, 2, ·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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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K个输入节点的多接入信道（general multiple-access channel）则可以表示为

W = {Wn :
∏
i∈IK

X n
i → Yn}∞n=1,

式中Wn为条件概率分布，满足∑
y∈Yn

Wn(y|(xi)i∈IK
) = 1, ∀(xi)i∈IK

∈
∏
i∈IK

X n
i .

为简化上述矢量符号的表示，我们还引入一些简记符号，如下：

XA
△
= (Xi)i∈A,

Xn
A

△
= (Xn

i )i∈A,

xA
△
= (xi)i∈A ∈

∏
i∈IK

X n
i ,

式中A ⊆ IK。当A = ∅时，上述符号可当作空集看待，并视具体的上下文而认定其含义。我
们还约定

Ac △
= IK\A.

有了信源、信道的定义及第二章中依概率极限的定义，我们就可以引入信息谱中关于各

种信息量的定义。为体现一般性，我们将针对一组相关信源引入各种定义。

对于一组K个相关一般信源XIK
及给定 IK中的三个互不相交的子集A、B、 C，我

们定义其 谱条件上确界熵率（spectral conditional sup-entropy rate）、 谱条件下确界熵

率（spectral conditional inf-entropy rate）、 谱条件上确界互信息率（spectral conditional
sup-mutual information rate）和 谱条件下确界互信息率（spectral conditional inf-mutual
information rate）分别为

H(XA|XB)
△
= p-lim sup

n→∞

1

n
ln 1

PXn
A|Xn

B
(Xn

A|Xn
B)
, (4.1)

H(XA|XB)
△
= p-lim inf

n→∞

1

n
ln 1

PXn
A|Xn

B
(Xn

A|Xn
B)
, (4.2)

I(XA;XB|XC)
△
= p-lim sup

n→∞

1

n
ln

PXn
A∪B

(Xn
A∪B|Xn

C)

PXn
A|Xn

C
(Xn

A|Xn
C)PXn

B |Xn
C
(Xn

B|Xn
C)
, (4.3)

I(XA;XB|XC)
△
= p-lim inf

n→∞

1

n
ln

PXn
A∪B

(Xn
A∪B|Xn

C)

PXn
A|Xn

C
(Xn

A|Xn
C)PXn

B |Xn
C
(Xn

B|Xn
C)
. (4.4)

当B = ∅时，H(XA|XB)和H(XA|XB) 就分别退化为谱上确界熵率（spectral sup-entropy
rate） H(XA)、 谱下确界熵率（spectral inf-entropy rate） H(XA)。同理，当C = ∅时，
I(XA;XB|XC) 和 I(XA;XB|XC)就分别退化为 谱上确界互信息率（spectral sup-mutual
information rate） I(XA;XB)和 谱下确界互信息率（spectral inf-mutual information rate）
I(XA;XB)。

上述熵率和互信息率具有以下一些简单性质：

H(XA|XB) ≥ H(XA|XB) ≥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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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A;XB|XC) ≥ I(XA;XB|XC) ≥ 0. (4.6)

而且当XIK
为联合平稳遍历信源时，

H(XA|XB) = H(XA|XB) = H(XA|XB), (4.7)

I(XA;XB|XC) = I(XA;XB|XC) = I(XA;XB|XC), (4.8)

式中H(XA|XB)和 I(XA;XB|XC) 分别为经典信息论中的条件熵率和条件互信息率
[6]。当进

一步假设其为平稳无记忆相关信源时，则上述两个量进一步退化为条件熵和条件互信息。

现在，我们来定义“多接入信道下相关信源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问题。

假设给定K个相关一般信源VIK
和具有K个输入节点的一般多接入信道W，我们考

虑采用K个独立编码器序列φ
(i)
n : Vn

i → X n
i （i ∈ IK）和一个联合译码器序列ψn : Yn →∏

i∈IK
Vn
i ，其中，译码器ψn也可被看作包含K个子译码器 (ψ

(i)
n )i∈IK

，分别对应于每个信源

的译码输出。于是，整个编码系统按以下方式进行工作：

首先，每个编码器φ
(i)
n （i ∈ IK）将各自的n长信源输出V n

i 编码为码字Xn
i = φ

(i)
n (V n

i )。

然后，所有码字Xn
IK
被同时在多接入信道上传输。最后，联合译码器ψn通过观察多接入信

道的输出Y n来获取对所有信源序列V n
IK
的估计 V̂ n

IK

△
= ψn(Y

n) = (ψ
(i)
n (Y n))i∈IK

。

为了评估该系统的性能，我们需要引入译码错误概率的概念。我们定义译码错误概率 ϵn

为相关信源概率分布PV n
IK
下的平均译码错误概率，即

ϵn
△
= Pr{V n

IK
̸= ψn(Y

n)}

=
∑

vn
IK

∈
∏

i∈IK
Vn

i

PV n
IK

(vnIK
)Wn([ψ−1

n (vnIK
)]c|(φ(i)

n (vni ))i∈IK
).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一组译码错误概率为 ϵn的编码/译码器序列 ((φ
(i)
n )i∈IK

, ψn)称为一个

(n, ϵn)码。于是，对于给定的相关信源VIK
和多接入信道W，当存在一个 (n, ϵn)码满足

lim sup
n→∞

ϵn ≤ ϵ

时，我们称信源VIK
在信道W 上是 ϵ-可传输的。当 ϵ = 0时，我们则称信源VIK

在信道W

上是可传输的。

4.2 多接入信道下相关信源的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性能分析

本节将给出任意编码方案在多接入信道下相关信源的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性能估计。我们

有如下重要引理。

引理 4.2.1 令VIK
为K个相关一般信源， W 为具有K个输入的一般多接入信道。对于给定

的一组随机编码器 (Φ
(i)
n )i∈IK

，如果

Pr{(Φ(i)
n (vi))i∈IK

= xIK
} =

∏
i∈IK

Pr{Φ(i)
n (vi) = xi} ∀vIK

∈
∏
i∈IK

Vn
i ,xIK

∈
∏
i∈IK

X n
i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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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存在一族实函数 {
ρ(Φ(A)

n ) :
∏
i∈A

Vn
i ×

∏
i∈A

X n
i → R

}
A⊆IK ,A ̸=∅

使得对于所有非空集合A ⊆ IK、所有不相等的vi, v̂i ∈ Vn
i （i ∈ IK）和所有的xi, x̂i ∈ X n

i

（i ∈ IK）满足

Pr{(Φ(i)
n (v̂i))i∈A = x̂A|(Φ(i)

n (vi))i∈IK
= xIK

} ≤ enρ(Φ
(A)
n )(v̂A,x̂A)

∏
i∈A

Pr{Φ(i)
n (v̂i) = x̂i} (4.10)

那么存在一个联合译码器Ψn使得译码错误概率满足

ϵn ≤ Pr
{
(V n

IK
, Xn

IK
, Y n) ̸∈ Tn,γ(Φn)

}
+ (2K − 1)e−nγ , ∀n ∈ N (4.11)

式中γ > 0，并且

PV n
IK

Xn
IK

Y n(vIK
,xIK

,y) = PV n
IK

(vIK
)Wn(y|xIK

)
∏
i∈IK

PXn
i |V n

i
(xi|vi) (4.12)

PXn
i |V n

i
(xi|vi) = Pr{Φ(i)

n (vi) = xi} (4.13)

Tn,γ(Φn) =
∩

A⊆IK ,A ̸=∅

TA
n,γ(Φn) (4.14)

TA
n,γ(Φn) =

{
(vIK

,xIK
,y) ∈

∏
i∈IK

Vn
i ×

∏
i∈IK

X n
i × Yn

∣∣∣∣
i(xA;y|xAc ,vAc) > h(vA|vAc) + ρ(Φ(A)

n )(vA,xA) + γ

}
(4.15)

其中，

Ac △
= IK\A

i(xA;y|xAc ,vAc)
△
=

1

n
ln
PY n|Xn

IK
V n
Ac
(y|xIK

,vAc)

PY n|Xn
AcV

n
Ac
(y|xAc ,vAc)

=
1

n
ln Wn(y|xIK

)

PY n|Xn
AcV

n
Ac
(y|xAc ,vAc)

h(vA|vAc)
△
=

1

n
ln 1

PV n
A |V n

Ac
(vA|vAc)

.

注 4.2.1 如果K个编码器 (Φ
(A)
n )i∈IK

是相互完全独立的，那么条件(4.10)还可以简化为以下
条件：

Pr{Φ(i)
n (v̂i) = x̂i|Φ(i)

n (vi) = xi} ≤ enρ(Φ
(i)
n )(v̂i,x̂i) Pr{Φ(i)

n (v̂i) = x̂i} (4.16)

其中，vi, v̂i ∈ Vn
i 为不相等的两个序列， xi, x̂i ∈ X n

i 为任意序列（i ∈ IK）。同时，我们还

有

ρ(Φ(A)
n )(vA,xA) =

∑
i∈A

ρ(Φ(i)
n )(vi,xi), ∀A ⊆ IK . (4.17)

如果我们定义每个编码器Φ
(i)
n 的输出Φ

(i)
n (vi)为依照某固定条件概率分布 PXn

i |Vn
i
(·|vi)独立生

成的随机码字，那么显然

Pr{Φ(i)
n (v̂i) = x̂i|Φ(i)

n (vi) = xi} ≡ Pr{Φ(i)
n (v̂i) = x̂i}.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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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ρ(Φ(A)
n ) ≡ 0, ∀A ∈ IK , A ̸= ∅ (4.19)

[17, Lemma 3.8.1] 和 [23, Lemma 1] 的证明中采用了上述构造方法。关于式(4.19)的意义我
们将在注解4.2.2中详细讨论，读者必须注意的是上述构造方法仅仅是构造满足条件(4.19)的
编码器的一种方法，因为由式(4.18)可以看出，要推出式(4.19)，仅仅需要满足两两独立
（pairwise independence）就可以了，并不要求完全独立。

由该引理，我们得到以下定理。

定理 4.2.1 令VIK
为K个相关一般信源，W为具有K个输入的一般多接入信道， (Φ

(i)
n )i∈IK

为一组给定的随机编码器，满足条件(4.9)和(4.10)。如果对于一个满足

γn > 0, γn → 0, nγn → ∞, 当n→ ∞

的序列 {γn}∞n=1，下式成立：

lim sup
n→∞

Pr
{
(V n

IK
, Xn

IK
, Y n) ̸∈ Tn,γn

(Φn)
}
≤ ϵ (4.20)

则存在一个基于(Φ
(i)
n )i∈IK

的(n, ϵn)码，使得VIK
在信道W上是ϵ-可传输的，式中(V n

IK
, Xn

IK
,

Y n)的概率分布由式(4.12)定义，集合Tn,γn
(Φn)由式(4.14)定义。

由定理4.2.1还可以进一步得到一些结果，本报告不再赘述，详见 [38]。

注 4.2.2 如果编码器 (Φ
(i)
n )i∈IK

满足条件(4.10)和(4.19)，那么可以由定理4.2.1立即推出 [23,
Theorem 1] 中的正定理。上述事实告诉我们条件(4.19)是好编码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而且，结合我们在注解4.2.1结尾的分析，我们发现一种构造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的可行方
法就是“寻找某种机制可以根据一个好的条件概率分布PXn

i |V n
i
产生满足两两独立性质的码字

集合”。在信息论许多定理的证明中，我们都需要生成独立的随机码字集合，但是上述分析

表明，在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问题中，我们只需要码字满足两两独立的要求。在信道编码

中，我们已经知道两两独立性对于信道编码是足够的[10,14]。现在，我们将这一观点扩展到了

信源信道联合编码。

受上述思路启发，我们考虑引入关于“好编码器”的概念。如果一组编码器 (Φ
(i)
n )i∈IK

满

足条件(4.9)、(4.10)以及

sup
(vA,xA)∈

∏
i∈A Vn

i ×
∏

i∈A Xn
i

ρ(Φ(A)
n )(vA,xA) = 0 ∀A ⊆ IK , A ̸= ∅, (4.21)

那么我们称编码器是好的。注意，对于任意编码器，可以很容易证明以下不等式：

sup
(vA,xA)∈

∏
i∈A Vn

i ×
∏

i∈A Xn
i

ρ(Φ(A)
n )(vA,xA) ≥ 0

而且事实上，条件(4.21)等价于式(4.19)。实际中，条件(4.21)过于严格了，所以我们下面引
入两个相对弱一些的“好编码器”的概念。

如果一组编码器 (Φ
(i)
n )i∈IK

满足条件 (4.9)、(4.10)以及

lim sup
n→∞

sup
(vA,xA)∈

∏
i∈A Vn

i ×
∏

i∈A Xn
i

ρ(Φ(A)
n )(vA,xA) ≤ δ, ∀A ⊆ IK , A ̸= ∅,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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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称编码器是 δ-渐近好的（δ ≥ 0）。如果一组编码器 (Φ
(i)
n )i∈IK

满足条件 (4.9)、
(4.10)以及

p-lim sup
n→∞

ρ(Φ(A)
n )(V n

A , X
n
A) ≤ δ, ∀A ⊆ IK , A ̸= ∅, (4.23)

那么我们称编码器是信源VIK
下δ-渐近好的，式中的概率分布由式(4.12)定义。作为特例，当

δ = 0时，我们称编码器是渐近好的或某信源下渐近好的。

关于这些概念，我们有以下结果：

命题 4.2.1 好的编码器是渐近好的， δ-渐近好的编码器是任意给定信源下 δ-渐近好的。

4.3 基于线性码和随机交织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方案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好的编码器”。那么如何构造“好的编码器”

呢？我们注意到在命题3.2.7中，随机仿射函数 F̂的确表现出某种两两独立的特性，因此，很

自然地，我们就会考虑如何基于 F̂来构造好的编码器。我们证明了以下引理，该引理给出了

具体构造编码器的方法。

引理 4.3.1 对于一个给定的随机线性码 Fn : Vn → U l 和一个给定的（量化）函数 qn :

Vn × U l → Xm，我们有

Pr{ΦFn,qn(v) = x} = PXm|V n(x|v) (4.24)

Pr{ΦFn,qn(v̂) = x̂|ΦFn,qn(v) = x} = β(Fn, qn)(v, v̂,x, x̂)PXm|V n(x̂|v̂) (4.25)

≤ β′(Fn, qn)(v̂, x̂)PXm|V n(x̂|v̂) (4.26)

式中，v, v̂为Vn中的不相等序列， x, x̂ ∈ Xm，以及

ΦFn,qn(v)
△
= qn(v, F̂n(v)) (4.27)

PXm|V n(x|v) △
=

|q−1
n (v,x)|
|U|l

(4.28)

q−1
n (v,x) △

= {u ∈ U l|qn(v,u) = x} (4.29)

β(Fn, qn)(v, v̂,x, x̂)
△
=

∑
u∈q−1

n (v,x),
û∈q−1

n (v̂,x̂)

α(Fn)(Pv̂−v, Pû−u)

|q−1
n (v,x)||q−1

n (v̂, x̂)| (4.30)

β′(Fn, qn)(v̂, x̂)
△
= max

P∈Pn(V)\{P0n},
u∈Ul

∑
û∈q−1

n (v̂,x̂)

α(Fn)(P, Pû−u)

|q−1
n (v̂, x̂)| . (4.31)

注 4.3.1 令m = n，并将式(4.26)和条件(4.10) 或(4.16)进行比较，我们立刻有

ρ(ΦFn,qn) =
1

n
lnβ′(Fn, qn). (4.32)

回想在命题3.2.6中，我们曾证明随机线性码FRLC
q,n,l 满足

αFRLC
q,n,l

(P,Q) = 1, ∀P ∈ Pn(V)\{P0n}, Q ∈ Pl(U)

其中，V = U = Fq。从而，我们有 β′(FRLC
q,n,l , qn) ≡ 1或 ρ(ΦFRLC

q,n,l,qn
) ≡ 0，这表明ΦFRLC

q,n,l,qn
是

一个好的编码器。而且，根据注解4.2.1，我们可以用K个独立随机线性码构造K个满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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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4.16)的好编码器，更特殊的情形是，我们甚至可以仅使用一个确定的线性码来构造K个

编码器，只要这个线性码足够好。这是一个对于实际应用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因为当有多个

节点时，码资源和码分配往往是一个需要仔细设计的问题，而现在根据式(4.27)所定义的方
案，不同的节点可以采用相同的线性码，只需采用不同的交织器进行区分就可以了，由于交

织器的数目巨大，故码资源充沛且码分配策略非常简单。

根据由定义(4.31)和式(4.32)建立起来的α(Fn)和 ρ(ΦFn,qn)的关系，同时沿着上一节定义

好码的思路，我们定义一个随机线性码Fn : Vn → U l是好（也称为SCC-好）的，如果它满足

max
P∈Pn(V)\{P0n},

Q∈Pl(U)

α(Fn)(P,Q) = 1. (4.33)

由定义(3.10)和恒等式(3.11)，很容易证明

max
P∈Pn(V)\{P0n},

Q∈Pl(U)

α(Fn)(P,Q) ≥ 1.

而且，如果条件(4.33)成立，我们有

α(Fn)(P,Q) = 1, ∀P ∈ Pn(V)\{P0n}, Q ∈ Pl(U). (4.34)

我们进一步定义一个线性码是 δ-渐近好（也称为 δ-渐近SCC-好）的，如果它满足

lim sup
n→∞

max
P∈Pn(V)\{P0n},

Q∈Pl(U)

1

n
lnα(Fn)(P,Q) ≤ δ. (4.35)

当 δ = 0时，我们称该线性码为渐近好的线性码。显然，一个好码肯定是渐近好的。

下述命题建立起了线性好码与好编码器之间的关系。

命题 4.3.1 如果线性码序列 {Fn}∞n=1是好的，那么由式(4.27) 定义的编码器序列 {ΦFn,qn}∞n=1

是好的。如果线性码序列 {Fn}∞n=1是 δ-渐近好的，那么编码器序列 {ΦFn,qn}∞n=1是 δ-渐近好
的。

因此，引理4.3.1为基于线性码构造好的编码器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如图4.1。在多接
入信道中，由于每个节点的编码器都以相同的方式工作，所以为了清晰起见，图4.1只画了一
个编码器。作为比较，我们在图4.2给出了基于线性码的信道编码方案 ([2, 14]) 和基于线性码
的无损信源编码方案 ([26, 40])。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案实际上是这两种方案的融合，但一个
很大的区别在于量化模块 qn被修改为直接和信源输出相关，这是本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这

一设计特点揭示了在一个具有各种边信息的网络中如何进行合作的本质。在实际设计中，研

究者（如 [15, p. 61], [27, p. 992]）已经认识到在码字中保留信源的相关性有助于提高多接入
信道并发传输时的传输效率，但是要设计一个既具有良好距离（或谱）特性又保留信源相关

性的线性码是不容易的（对有些情形甚至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方案中，通过加入量化模

块 qn，这一难点被有效地克服了，从而在不影响线性码设计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

在信道输入中保留信源的相关性。

根据图4.1的编码方案，要设计性能优良的系统，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有以下三个设计问题
亟待解决：

1) 优化问题。如何在给定的相关信源和多接入信道下找到好的（或至少是可传输的）条
件概率分布 (PXn

i |V n
i
)i∈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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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
nV

随机交织
nΣ

线性码
nF

随机交织
lΣ

随机向量
lU+

量化
( , )n

nq V ⋅

多接入信道输入
图 4.1: 基于线性码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方案 多接入信道输入信源

nV
线性码

nF
随机交织

lΣ
随机向量

lU+
量化

( )nq ⋅

(a) 信道编码 无噪声信道输入信源
nV

随机交织
nΣ

线性码
nF

(b) 无损信源编码

图 4.2: 基于线性码的信道编码方案与无损信源编码方案

2) 编码问题。如何构造好的线性码（定义(4.33)）或具有任意小 δ的 δ-渐近好的线性码
（定义(4.35)）？如何在给定的条件概率分布下设计量化函数 qn？

3) 译码问题。如何在允许的性能损失下进行低复杂性的译码？
上述三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困难的，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后面章节中，我

们将对第二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4.4 任意速率编码与广义凿孔

以上，我们仅仅考虑了每次使用信道传输一个信源符号的情形，但上述结果可以非常容

易地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形，即各相关信源具有不同的采样速率，而多接入信道各节点具有不

同的传输速率。

为了定义具有不同采样速率的相关信源，我们只需把信源 VIK
= {(V n

i )i∈IK
}∞n=1 替换为

V (IK) = {(V (i)
n )i∈IK

}∞n=1，并令每个V
(i)
n 的字符集为V ln,i

i 。类似地，我们定义一个具有不同传

输速率的多接入信道为 W = {Wn}∞n=1，其中Wn为条件概率分布 Wn :
∏

i∈IK
Xmn,i

i → Yn，

满足 ∑
y∈Yn

Wn(y|(xi)i∈IK
) = 1, ∀(xi)i∈IK

∈
∏
i∈IK

Xmn,i

i , ∀n = 1, 2, · · ·

相应地，编码器和译码器也需要分别修改定义为

ϕ(i)
n : V ln,i

i → Xmn,i

i , i ∈ IK

和

ψn : Yn →
∏
i∈IK

V ln,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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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于给定的相关一般信源V (IK)和一般多接入信道W，当存在一个 (n, ϵn)码满足

lim sup
n→∞

ln,i
mn,i

≤ Ri, ∀i ∈ IK

和

lim sup
n→∞

ϵn ≤ ϵ

时，我们定义信源V (IK)在信道W上是 (RIK
, ϵ)可传输的，式中，RIK

△
= (Ri)i∈IK

表示一组

K个非负实数。

之前的所有结果对于新定义的信源和信道依然成立。现在，让我们来关注其中的一种特

殊情形，即

ln,i = ln, mn,i = n, ∀i ∈ IK

的情形。于是，当存在一个 (n, ϵn)码满足

lim sup
n→∞

ln
n

≤ R, lim sup
n→∞

ϵn ≤ ϵ

时，我们定义信源VIK
= {(V ln

i )i∈IK
}∞n=1 在信道上W = {Wn :

∏
i∈IK

X n
i → Yn}∞n=1 上是

(R, ϵ)-可传输的。在这种条件设置下，引理4.2.1和定理4.2.1被重新表示如下。

引理 4.4.1 令 VIK
为K个相关一般信源，并令W 为一个具有K个输入节点的一般多接

入信道。对于一组给定的随机编码器 (Φ
(i)
n )i∈IK

，如果对于所有的 vIK
∈
∏

i∈IK
V ln
i 和

xIK
∈
∏

i∈IK
X n

i ，其满足

Pr{(Φ(i)
n (vi))i∈IK

= xIK
} =

∏
i∈IK

Pr{Φ(i)
n (vi) = xi}, (4.36)

并且存在一族实函数 {
ρ(Φ(A)

n ) :
∏
i∈IK

V ln
i ×

∏
i∈IK

X n
i → R

}
A⊆IK ,A̸=∅

使得对于所有不相等的vi, v̂i ∈ V ln
i （i ∈ IK）和所有的xi, x̂i ∈ X n

i （i ∈ IK）满足

Pr{(Φ(i)
n (v̂i))i∈A = x̂A|(Φ(i)

n (vi))i∈IK
= xIK

} ≤ enρ(Φ
(A)
n )(v̂A,x̂A)

∏
i∈A

Pr{Φ(i)
n (v̂i) = x̂i} (4.37)

式中A为IK的任意非空子集。于是，存在一个联合译码器Ψn 使得系统的译码错误概率满足

ϵn ≤ Pr
{
(V ln

IK
, Xn

IK
, Y n) ̸∈ Tn,γ(Φn)

}
+ (2K − 1)e−nγ , ∀n = 1, 2, · · · (4.38)

式中，γ > 0，

PV ln
IK

Xn
IK

Y n(vIK
,xIK

,y) = PV ln
IK

(vIK
)Wn(y|xIK

)
∏
i∈IK

PXn
i |V ln

i
(xi|vi) (4.39)

PXn
i |V ln

i
(xi|vi) = Pr{Φ(i)

n (vi) = xi} (4.40)

Tn,γ(Φn) =
∩

A⊆IK ,A ̸=∅

TA
n,γ(Φn) (4.41)

TA
n,γ(Φn) =

{
(vIK

,xIK
,y) ∈

∏
i∈IK

V ln
i ×

∏
i∈IK

X n
i × Yn

∣∣∣∣
i(xA;y|xAc ,vAc) > h(vA|vAc) + ρ(Φ(A)

n )(vA,xA) + γ

}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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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i(xA;y|xAc ,vAc)
△
=

1

n
ln Wn(y|xIK

)

PY n|Xn
AcV

ln
Ac
(y|xAc ,vAc)

h(vA|vAc)
△
=

1

n
ln 1

PV ln
A |V ln

Ac
(vA|vAc)

.

定理 4.4.1 令VIK
为K个相关一般信源，并令W 为具有K个输入节点的一般多接入信道。

如果对于一个满足

γn > 0, γn → 0, nγn → ∞, 当n→ ∞

的序列 {γn}∞n=1和一组满足条件(4.36)和(4.37) 的随机编码器 (Φ
(i)
n )i∈IK

，下式成立：

lim sup
n→∞

ln
n

≤ R,

lim sup
n→∞

Pr
{
(V ln

IK
, Xn

IK
, Y n) ̸∈ Tn,γn

(Φn)
}
≤ ϵ.

那么，存在一个基于 (Φ
(i)
n )i∈IK

的 (n, ϵn)码使得信源VIK
在信道W 上是 (R, ϵ)可传输的。式

中， (V ln
IK
, Xn

IK
, Y n)的概率分布由式 (4.39)定义，集合Tn,γn

(Φn)由式(4.41)定义。

对于熟悉信息谱方法的人而言，至此，我们并没有引入任何关于任意速率编码的实质

性内容。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到编码器的设计时，根据定理4.4.1，在可变速率的设置下，
设计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的思路依然是根据一个好的条件概率分布生成一个满足两两独

立性质的码字集合，区别是原有的条件概率分布PXn|V n被替换为 PXm|V n(xm|vn)。根据引
理4.3.1，我们可以依照式 (4.27)来设计编码器。但是请注意，在定义 (4.27)中，如果我们使
用了一个非常低速率的线性好码Fn : Vn → U l，即R(Fn) → 0或 l/n ≫ 1，那么对于大多数

条件概率分布PXm|V n(xm|vn)（只要m不是太大），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仅仅是选择合适的满足

条件(4.28) 的量化函数 qn。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在传统信道码设计中，研究者们通常关心的是针对每一固定

速率来设计好码，但现在，设计一个好的低速率码就足够了，剩下来要做的就是为每个速率

设计一个好的量化函数。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广义凿孔（generalized puncturing），但这种方
法与传统的凿孔方法还是有显著差异的。传统凿孔用于生成高速率的好码，而广义凿孔则是

针对某一信道依据一定的速率生成好的输入序列。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上述方法的结果可能

是相同的，但对于一般情形通常是不同的。

当条件概率分布满足

PXm|V n(x|v) =
m∏
i=1

PX(xi)

时，广义凿孔的工作方式非常像传统凿孔。这种情形多见于无记忆信道上点到点的传输。令

q : U l0 → X为满足

PX(x) =
q−1(x)

|U|l0
, ∀x ∈ X

的函数，于是我们可以定义编码器为

Φn(v) = q(u1···l0)q(ul0+1···2l0) · · · q(u(m−1)l0+1···ml0),

式中，u = F̂n(v)，且 l ≥ ml0（因为我们假设R(Fn)非常小）。图4.3描绘了上述情形下广义
凿孔的具体工作机制。 进一步，如果V = U = X = F2，并且 PX(0) = PX(1) = 0.5，那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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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交织 线性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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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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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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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当PXm|V n(x|v) =
∏m

i=1 PX(xi)时广义凿孔的工作机制

们可以定义函数 q为F2上的恒等函数。于是，我们的广义凿孔的工作过程几乎和传统凿孔一

样，唯一的区别是广义凿孔在随机交织的Fn陪集码上进行凿孔，而传统凿孔仅在Fn码上凿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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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码谱观点下线性好码的标准

根据第四章中的结果，线性码是好的线性码（定义(4.33)）或具有任意小 δ的 δ-渐近好的
线性码（定义(4.35)）是我们的分布式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方案逼近最优性能的必要条件，
其实质就是要求线性码具有好的联合谱，这也就形成了关于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下线性好

码的一个码谱标准。

通过回顾信道编码和分布式信源编码中对于线性好码的要求，我们发现，事实上，我们

可以用码谱的方法建立关于线性好码的统一观点。本章将主要介绍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

5.1 线性码的速率

在用码谱方法建立不同应用中线性好码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信道编码的码率概

念已经不够用了，我们必须根据不同需要引入不同的码率概念。这一节中，我们将主要介绍

这方面的有关新概念。

对于任意的线性码 f : X n → Ym，我们定义 f 的信源传输速率（source transmission
rate）Rs(f)为

Rs(f)
△
=

1

n
ln |f(X n)|. （nats/source symbol） (5.1)

类似地，我们定义 f的信道传输速率（channel transmission rate）Rc(f)为

Rc(f)
△
=

1

m
ln |f(X n)|. （nats/channel symbol） (5.2)

在第三章，我们定义过 f的（编码）速率R(f)为n/m。于是，在Rs(f)、Rc(f)和R(f)之间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关系：

R(f)Rs(f) = Rc(f).

而且，如果 f是单射，则Rs(f) = ln |X |，Rc(f) = ln |X |R(f)；如果 f是满射，则Rs(f) =

ln |Y|/R(f)，Rc(f) = ln |Y|。
令F = {Fk : X nk → Ymk}∞k=1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序列。我们定义渐近上确界信源传输

速率（asymptotic supremum source transmission rate）Rs(F ) 和渐近下确界信源传输速率

（asymptotic infimum source transmission rate）Rs(F )分别为Rs(F )
△
= p-lim supk→∞Rs(Fk)

和Rs(F )
△
= p-lim infk→∞Rs(Fk)。当Rs(F ) = Rs(F )时，我们称 F 的渐近信源传输速率

（asymptotic source transmission rate）为

Rs(F )
△
= p-lim

k→∞
Rs(Fk). (5.3)

类似地，我们定义渐近上确界信道传输速率（asymptotic supremum channel transmission
rate）Rc(F ) 和渐近下确界信道传输速率（asymptotic infimum channel transmiss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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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F ) 分别为Rc(F )
△
= p-lim supk→∞Rc(Fk)和Rc(F )

△
= p-lim infk→∞Rc(Fk)。当Rc(F ) =

Rc(F )时，我们称F 的渐近信道传输速率（asymptotic channel transmission rate）为

Rc(F )
△
= p-lim

k→∞
Rc(Fk). (5.4)

同样，我们定义渐近上确界编码速率（asymptotic supremum coding rate）R(F ) 和渐近下

确界编码速率（asymptotic infimum coding rate）R(F ) 分别为R(F )
△
= lim supk→∞R(Fk)

和R(F )
△
= lim infk→∞R(Fk)。当R(F ) = R(F )时，我们称F 的渐近编码速率（asymptotic

coding rate）为
R(F )

△
= lim

k→∞
R(Fk). (5.5)

为了避免某些奇异情形，我们假设对于任意随机线性码序列F = {Fk : X nk → Ymk}∞k=1，

limk→∞ Fk(X nk) = ∞。

5.2 线性好码的原始定义与码谱标准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不同应用中线性好码的原始标准。

根据 [40]，一个渐近信源传输速率为 Rs(F )的随机线性码序列 F = {Fk : X nk →
Ymk}∞k=1，如果对于任意 ϵ > 0都存在一个事件序列Ak ∈ A使得对充分大的k，

P (Ak) ≥ 1− ϵ (5.6)

|Ri(Fk)−Rs(F )| ≤ ϵ ∀ω ∈ Ak (5.7)

max
x,x̂:x̸=x̂

1

nk

ln Pr{Fk(x) = Fk(x̂)|Ak} ≤ −Rs(F ) + δ + ϵ. (5.8)

则其被称为对于无损信源编码是 δ-渐近好的。根据线性码的性质，条件(5.8)等价于

max
x:x̸=0nk

1

nk

ln Pr{x ∈ kerFk|Ak} ≤ −Rs(F ) + δ + ϵ. (5.9)

根据 [2, 14, 30]，一个渐近信道传输速率为Rc(F )的随机线性码序列F = {Fk : X nk →
Ymk}∞k=1，如果对于任意 ϵ > 0都存在一个事件序列Ak ∈ A使得对充分大的k，

P (Ak) ≥ 1− ϵ (5.10)

|Rc(Fk)−Rc(F )| ≤ ϵ ∀ω ∈ Ak (5.11)

max
y,ŷ:y ̸=ŷ

1

mk

ln
(

Pr{y ∈ CFk
, ŷ ∈ CFk

|Ak}
Pr{y ∈ CFk

|Ak}Pr{ŷ ∈ CFk
|Ak}

)
≤ δ + ϵ (5.12)

则其被称为对于信道编码是 δ-渐近好的，式中CFk

△
= Fk(X nk) + Ȳ mk， Ȳ mk是Ymk上的一个

独立均匀随机矢量。因为Fk是一个线性码，通过一些推导，条件(5.12)可以被重写为

max
y:y̸=0mk

1

mk

ln Pr{y ∈ Fk(X nk)|Ak} ≤ − ln |Y|+Rc(F ) + δ + ϵ.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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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章或 [38]，一个随机线性码序列F = {Fk : X nk → Ymk}∞k=1如果满足

lim sup
k→∞

max
x,x̂:x ̸=x̂

y,ŷ

1

nk

ln
(

Pr{FFk
(x) = y,FFk

(x̂) = ŷ}
Pr{FFk

(x) = y}Pr{FFk
(x̂) = ŷ}

)
≤ δ. (5.14)

则其被称为对于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是 δ-渐近好的，式中FFk
(x) △

= Fk(x) + Ȳ mk， Ȳ mk是

Ymk上的一个独立均匀随机矢量。由命题3.2.7的证明，我们还有它的另一种形式：

lim sup
k→∞

max
x:x ̸=0

y

1

nk

ln (|Y|mk Pr{Fk(x) = y}) ≤ δ. (5.15)

基于上述原始标准，我们通过以下三个命题分别给出了对应的线性码码谱标准，其中，

均匀随机交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命题 5.2.1 令F = {Fk : X nk → Ymk}∞k=1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序列，其渐近信源传输速率为

Rs(F )。如果它满足核谱条件：

lim sup
k→∞

max
P∈Pnk

(X )\{P0nk }

1

nk

lnα(kerFk)(P ) ≤ δ (5.16)

则序列F∼
k = Fk ◦ Σnk

对于无损信源编码是 δ-渐近好的。

命题 5.2.2 令F = {Fk : X nk → Ymk}∞k=1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序列，其渐近信道传输速率为

Rc(F )。如果它满足像谱条件：

lim sup
k→∞

max
Q∈Pmk

(Y)\{P0mk }

1

mk

lnα(Fk(X nk))(Q) ≤ δ (5.17)

则序列Σmk
◦ Fk对于信道编码是 δ-渐近好的。

命题 5.2.3 令F = {Fk : X nk → Ymk}∞k=1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序列。如果其满足联合谱条件：

lim sup
k→∞

max
P∈Pnk

(X )\{P0nk },
Q∈Pmk

(Y)

1

nk

lnα(Fk)(P,Q) ≤ δ (5.18)

则序列 F̃k = Σmk
◦ Fk ◦ Σnk

对于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是 δ-渐近好的。

为了方便，对于任意的随机线性码F : X n → Ym，我们定义函数

ρ(F )
△
= max

P∈Pn(X )\{P0n},
Q∈Pm(Y)

1

n
lnα(F )(P,Q) (5.19)

于是条件(5.18)可以被写为 lim supk→∞ ρ(Fk) ≤ δ.
如上所述，只要线性码满足码谱条件，我们就可以通过随机交织的方法构造好的随机

线性码集合。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使用条件(5.16)、(5.17)和(5.18)来分别作为无损信
源编码、信道编码和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下 δ-渐近好（随机）线性码的定义。我们将这些
线性好码分别称为 δ-渐近好的线性信源码（linear source codes，LSCs）、 δ-渐近好的线性
信道码（linear channel codes，LCCs）和 δ-渐近好的线性信源信道码（linear source-channel
codes，LSCCs）。这些码也分别称为是δ-渐近SC-好的、 δ-渐近CC-好的和δ-渐近SCC-好的。
当 δ = 0时，我们将使用简化术语“渐近好的”，并且当我们谈及 δ-渐近好的LSCs或LCCs
时，我们假设其信源传输速率或信道传输速率依概率收敛。因为 δ-渐近好的LSC或LCC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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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仅与线性码的核或像有关，所以我们引入LSC或LCC意义上的“等价性”概念。对于任意
的线性码 f : X n → Ym和 g : X n → Ym，如果它们具有相同的核，它们被称为是 SC-等价的，
如果它们具有相同的像，它们被称为是 CC-等价的。
由上述结果，我们就可以总结出码谱观点下多接入信道下不同编码问题的线性好码标准

（如表5.1），表中还给出了候选好码。

表 5.1: 多接入信道下多种编码问题的线性好码标准和候选好码

编码问题 δ-渐近好线性码标准
{Fk : Xnk → Ymk}∞k=1

候选好码

Slepian-Wolf 编码
（[33]）

核谱条件：

lim sup
k→∞

max
P∈Pnk

(X )\{P0nk }

1

nk
lnα(kerFk)(P ) ≤ δ

LDPC码和 Turbo类
码的奇偶校验矩阵

（如 [3, 11,13]）

多接入信道编码

（如 [6]）
像谱条件:

lim sup
k→∞

max
Q∈Pmk

(Y)\{P0mk }

1

mk
lnα(Fk(Xnk))(Q) ≤ δ

LDPC码和 Turbo类
码的生成矩阵

多接入信道无损信

源信道联合编码

联合谱条件：

lim sup
k→∞

max
P∈Pnk

(X )\{P0nk },
Q∈Pmk

(Y)

1

nk
lnα(Fk)(P,Q) ≤ δ

见第六章

5.3 各类线性好码间的关系

既然不同编码问题中线性好码的码谱标准各不相同，那么这些线性好码间又有什么关系

呢？以下命题揭示出 δ-渐近好的LSC、LCC和LSCC之间的关系。

命题 5.3.1 对于一个 δ-渐近好的LSC序列F = {Fk : X nk → Ymk}∞k=1，存在一个 δ-渐近好的
LCC序列G = {Gk : X lk → X nk}∞k=1，使得对于所有的k ∈ N，Gk(X lk) = kerFk。

命题 5.3.2 对于一个 δ-渐近好的LCC序列F = {Fk : X nk → Ymk}∞k=1，存在一个 δ-渐近好的
LSC序列G = {Gk : Ymk → Y lk}∞k=1，使得对于所有的k ∈ N，kerGk = Fk(X nk)。

命题 5.3.3 令F = {Fk : X nk → Ymk}∞k=1 为一个 δ-渐近好的LSCC序列。如果Fk的信源传

输速率依概率收敛，则它是 δ-渐近 SC-好的。如果Fk的信道传输速率依概率收敛，则它是

δR(F )-渐近CC-好的。

由命题5.3.1、5.3.2和5.3.3，我们从而建立起不同种类线性好码间的联系。图5.1描绘了
这种联系。 这些联系中，关于好的LSCC是好的LSC和LCCs的结论（命题5.3.3）最值得引
起注意。这一事实表明了好的LSCC的重要地位，它使我们可以在各种编码问题中重点关注
一个问题，即具有良好联合谱的线性码的构造。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重点研究这一问题。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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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SCCs
↙ ↘

good LSCs ⇐⇒ good LCCs

图 5.1: 不同种类线性好码间的关系

外值得注意的是，图5.1还缺两个箭头，一个是从LSC到LSCC的箭头，另一个是从LCC到
LSCC的箭头。很自然，我们有以下问题： δ-渐近好的LSC（或LCC）是 δ-渐近 SCC-好的
吗？或者退一步，我们如何构造与给定δ-渐近好的LSC（或LCC）SC-等价（或CC-等价）的
δ-渐近好的LSCC？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下一章中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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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具有良好联合谱的线性码：特征与

构造

本章主要介绍具有良好联合谱的线性码的特征和构造这类线性码的各种方法。

6.1 具有良好联合谱的线性码的基本特征

根据定义式(4.33)或(4.34)以及命题3.2.2中的恒等式(3.1)，一个 SCC-好的随机线性码
F : X n → Ym必须满足对于所有的P ∈ Pn(X )\{P0n} 和Q ∈ Pm(Y)

E[SXY(F )(P,Q)] = E[SXY(F
RB
Ym|Xn)(P,Q)].

这告诉我们一个 SCC-好的（随机）线性码具有与随机装箱函数相同的联合谱（当P ̸= P0n

时）。

关于上述观察，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定义(4.33)可以重写为

max
P∈Pn(X )\{P0n},

Q∈Pm(Y)

E

[
SXY(Fn)(P,Q)

SXY(X n × Ym)(P,Q)

]
= 1.

然而这并不等价于

E

[
max

P∈Pn(X )\{P0n},
Q∈Pm(Y)

SXY(Fn)(P,Q)

SXY(X n × Ym)(P,Q)

]
= 1.

所以即便存在好的随机线性码F（如FRLC
q,n,m)，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存在单个的(4.33)意义上

的好的线性码 f，以下命题研究了好的随机线性码与其样本码间的关系。

命题 6.1.1 令Fn : X n → Ymn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其满足 supn≥1R(Fn) < ∞。如果Fn是

SCC-好的，则至少存在一个样本码 fn使得

max
P∈Pn(X )\{P0n},

Q∈Pmn (Y)

SXY(fn)(P,Q)

SXY(X n × Ymn)(P,Q)
< (n+ 1)c1(mn + 1)c2 (6.1)

式中c1和c2是满足c1 > |X |和c2 > |Y|的任意常数。这实际上意味着fn是渐近SCC-好的。类
似地，如果Fn是 δ-渐近SCC-好的，则至少存在一个样本码 fn，其为 δ-渐近SCC-好的。

接下来，为了更深入地理解（δ-渐近）SCC-好的线性码，我们分析了这类码的“距离”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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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6.1.1 对于一个给定的 δ-渐近SCC-好的线性码序列F = {Fn : X n → Ymn}∞n=1，对于满

足

(hX + δ)R(F ) + hY < ln |Y| (6.2)

的任意实数hX和hY，我们有

lim
n→∞

E[|B(Fn, hX , hY)|] = 0 (6.3)

式中

B(Fn, hX , hY)
△
= {(x,y) ∈ rl(Fn)|x ̸= 0n,H(Px) ≤ hX ,H(Py) ≤ hY} (6.4)

我们假设R(F ) <∞。进一步，我们有

p-lim inf
n→∞

[(ln |X |+ δ)R(F ) + min
x̸=0n

H(PFn(x))] ≥ p-lim inf
n→∞

min
x̸=0n

[(H(Px) + δ)R(F ) +H(PFn(x))]

≥ ln |Y|. (6.5)

注 6.1.1 定理6.1.1中的H(Px)就是我们熟知的熵，这里它被用于作为Hamming重量的一个
替代。不同于Hamming重量，熵不是范数，但它的确具有某些我们所需要描述码的特性。由
式(6.5)的第二个不等式，我们发现对于渐近SCC-好的线性码（δ = 0），所有具有低熵值的输

入序列（全零序列除外）都被映射为具有高熵值的输出序列。令X = Y = Fq，并令Fn为命

题3.2.6中的随机线性码FRLC
q,n,mn

，于是由(6.5)我们有

p-lim inf
n→∞

min
x ̸=0n

H(PFRLC
q,n,mn

(x)) ≥ (1−R({FRLC
q,n,mn

}∞n=1)) ln q.

令Y mn为满足

PY mn (0) = max
x̸=0n

PFRLC
q,n,mn

(x)(0)

的码字，并定义

∆n
△
= 1− PY mn (0).

显然，这就是码FRLC
q,n,mn

的归一化距离。于是，我们有

p-lim inf
n→∞

hq(1−∆n) = p-lim inf
n→∞

[h2(PY mn (0)) + (1− PY mn (0)) ln(q − 1)]

≥ p-lim inf
n→∞

H(PY mn )

≥ p-lim inf
n→∞

min
x̸=0n

H(PFRLC
q,n,mn

(x))

≥ (1−R({FRLC
q,n,mn

}∞n=1)) ln q (6.6)

不等式(6.6)就是著名的渐近Gilbert-Varshamov限（见 [16, 22]），它是定理6.1.1的一个简单推
论。

运用定理6.1.1，我们证明了以下推论：

推论 6.1.1 如果系统码序列F = {Fk : X nk → Xmk}∞k=1是渐近SCC-好的，则

R(F ) ≤ 1

|X |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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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6.1.2 假设X 是一个有限域， A是X 上的一个随机n ×m矩阵。定义矩阵A的平均密
度D(A)为

D(A)
△
=

1

mn
E[

n∑
i=1

m∑
j=1

1{Ai,j ̸= 0}]. (6.8)

如果对于矩阵序列{Ak}∞k=1，下式成立，

lim inf
k→∞

D(Ak) < 1− 1

|X |
. (6.9)

则由Fk(x) = xAk定义的线性码序列必定不是渐近SCC-好的。

事实上，当X 是有限域时，推论6.1.1是推论6.1.2的一个简单推论。推论6.1.2建立了线性
码的生成矩阵密度与其联合谱之间的关系。该推论表明，任何以稀疏矩阵为生成矩阵的线性

码都不具有好的联合谱。这一结论揭示出传统信道码设计与信源信道联合编码设计的区别。

对于前者，我们只需要关心其输出码字集合，而对于后者，我们必须仔细设计生成矩阵。所

以，即使是好的线性信道码，如果生成矩阵选择不好，它也可能不是好的线性信源信道码。

上述结论实际上回答了第五章结尾的一个问题：“δ-渐近好的LSC（或LCC）是 δ-渐近
SCC-好的吗？”根据 [40]，LDPC码的校验矩阵是 δ-渐近好的LSC，显然，如果把这些稀疏
矩阵作为生成矩阵用于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根据推论6.1.2，这些码都不是 δ-渐近SCC-好的。
所以，δ-渐近好的LSC不一定是δ-渐近SCC-好的。同样，根据推论6.1.1，我们完全可以找到
一些低码率的系统码，它是 δ-渐近好的LCC，但却不是 δ-渐近SCC-好的。

6.2 由最大秩距离码派生的一类SCC-好码

到目前为止，关于SCC-好码，我们只有一种随机线性码的构造，即FRLC
q,n,m。那么是否存

在其它的SCC-好码呢？下面，我们将以最大秩距离（maximum rank distance，MRD）码为
基础，构造一类SCC-好码。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MRD码的基本概念。
令n,m, d为正整数，满足1 ≤ d ≤ min{n,m}。令n′ = max{n,m}，m′ = min{n,m}，于

是 (n′,m′)是 (n,m)或 (m,n)。一个Fq上的 (n,m, d) MRD码是由qn
′(m′−d+1)个Fq上n×m的

矩阵构成的集合C，其满足对于其中任意两个相异矩阵A,B ∈ C， rank(A − B) ≥ d。这类码

是在 [9] 中以“Singleton system”的名字引入的，其后，文献 [12] 又对其进行了研究。根据
[9,12]，对于满足1 ≤ d ≤ min{n,m}的所有n,m, d都存在线性(n,m, d) MRD码。这类码的一
种标准构造使用了Reed-Solomon码的q-扩展，其定义如下：假设n ≥ m，令x1, . . . , xm ∈ Fqn

为Fq上线性独立的矢量。对于1 ≤ k ≤ m，令Dk为Fqn上的 [m, k]线性码，其生成矩阵为

Gk =


x1 x2 . . . xm

xq1 xq2 . . . xqm
...

...
...

xq
k−1

1 xq
k−1

2 . . . xq
k−1

m

 . (6.10)

通过将每一个码字 c = (c1, . . . , cm) ∈ Dk中的 cj替换为以Fq上Fqn中某个基展开的列矢量，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n×m矩阵C。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 qnk = |Dk|个矩阵构成的集合Ck就构
成了一个Fq上的线性 (n,m, d) MRD码，其码距为d = m− k+1。条件n ≥ m并不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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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每个 (n,m, d) MRD码中的矩阵做转置即得到一个 (m,n, d) MRD码。我们参照 [31] 的
习惯，将这类码 Ck ⊆ Fn×m

q （1 ≤ k ≤ m ≤ n）及其转置称为 Gabidulin码。因而，对于所有
满足d ≤ min{n,m}的正整数m,n, d都存在Fq上的线性 (n,m, d) Gabidulin码。
关于Gabiulin码，我们证明了以下特性。

命题 6.2.1 假设 C ⊆ Fn×m
q 是一个Gabidulin码。于是，对于每个x ∈ Fn

q \ {0n}， {xA;A ∈
C} = Fm

q 。类似地，对于每个y ∈ Fm
q \ {0m}， {AyT ;A ∈ C} = Fn

q。

运用该特性，我们证明了可以基于Gabidulin码构造SCC-好的随机线性码。

定理 6.2.1 令C ⊆ Fn×m
q 为一个Gabidulin码。定义随机线性码F : Fn

q → Fm
q 为

Pr{F = A} =

 1
|C| 如果A ∈ C,

0 其它.

于是，F是SCC-好的。.

6.3 基于好的LSC或LCC构造好的LSCC

根据命题3.2.5，定义式(4.33)或(4.34)又可以写为以下条件：

Pr{F̃ (x) = y} = |Y|−m ∀x ∈ X n\{0n}, ∀y ∈ Ym. (6.11)

条件(6.11)是一个非常强的条件，它实际上反映了字符集的特性。因此，结合映射的单射
特性，我们定义如果存在一个独立SCC-好的随机线性码序列{Fn : X n → X n}∞n=1使得

inf
n∈N

Pr{| kerFn| = 1} > 0. (6.12)

则我们称字符集（或阿贝尔群）X 是超级好的。并且我们将这种 SCC-好的随机线性码序列
记为 {F SG

X ,n}∞n=1。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阿贝尔群是超级好的。

这里，我们需要引入一个代数的概念。如果群X 与Zs
p同构，其中 p是一个素数， s ≥ 0

是整数，则X 称为是初等阿贝尔的。事实上，有限域Fq（q = pr）的加法群就是非平凡初等

阿贝尔p-群。
由命题3.2.6及以下两个定理，我们证明了超级好与初等阿贝尔互为充要条件。

定理 6.3.1 令 rank(F )表示随机线性码F : Fn
q → Fm

q 的生成矩阵的秩。于是，我们有

Pr
{

rank
(
FRLC
q,n,m

)
= m

}
=

m∏
i=1

(
1− qi−1

qn

)
(6.13)

式中FRLC
q,n,m在命题3.2.6中定义，m ≤ n。进一步，我们有

m∏
i=1

(
1− qi−1

qn

)
>

(
1− qm−n−k

q − 1

) k∏
i=1

(1− qm−n−i) (6.14)

式中 1 ≤ k ≤ m。令m = n和k = 1，则

Pr
{

rank
(
FRLC
q,n,n

)
= n

}
> 1− q−1 − q−2.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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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6.3.2 对于非平凡的阿贝尔群X 和Y，如果存在一个 SCC-好的随机线性码F : X n →
Ym，则X和Y是初等阿贝尔p-群， p为某个素数。（假设m,n ≥ 1）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初等阿贝尔群，条件(6.11)和(6.12)有何关系。我们证明了以
下结果：

定理 6.3.3 令X 为阶数为 q = pr的初等阿贝尔群。于是，对于每个 SCC-好的随机线性码
F : X n → X n，有以下不等式：

Pr{| kerF | = 1} ≥ p− 2 + q−n

p− 1
.

该定理的证明使用了以下引理：

引理 6.3.1 令F : X n → Ym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如果F是SCC-好的，则

E[| kerF |] = 1 + |Y|−m(|X |n − 1). (6.16)

由定理6.3.3，我们有以下推论：

推论 6.3.1 令X 为一个初等阿贝尔 p-群（p > 2为某个素数）。于是，存在一个正常数 c(|X |)
（可以取 c(|X |) = 1− 1

p−1
）使得对于每个SCC-好的随机线性码F : X n → X n， Pr{| kerF | =

1} ≥ c(|X |)。

注 6.3.1 如果X是一个初等阿贝尔 2-group，则推论6.3.1不成立，即存在一个SCC-好的随机
线性码序列{Fn : X n → X n}∞n=1使得 limn→∞ Pr{| kerFn| = 1} = 0，详细证明见 [39]。

有了上述技术准备，让我们来回答第五章结尾的问题，即“如何构造与给定 δ-渐近好的
LSC（或LCC）SC-等价（或CC-等价）的 δ-渐近好的LSCC”。
下述定理给出了构造SC-等价或CC-等价线性码的方法。

定理 6.3.4 令F : X n → Ym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如果Y是一个大小为 q的初等阿贝尔群，则

随机线性码G1
△
= FRLC

q,m,m ◦ F d
= FRLC

q,m,m ◦ Σm ◦ F满足

Pr{kerG1 = kerF} > 1− q−1 − q−2 (6.17)

E[SY|X (G1)(Q|P )] ≤ SY(Ym)(Q) + 1{Q = P0m}E[SY|X (F )(P0m |P )]

∀P ∈ Pn(X )\{P0n}, Q ∈ Pm(Y). (6.18)

类似地，如果X是一个大小为q的初等阿贝尔群，则随机线性码G2
△
= F◦FRLC

q,n,n
d
= F◦Σn◦FRLC

q,n,n

满足

Pr{G2(X n) = F (X n)} > 1− q−1 − q−2 (6.19)

E[SY|X (G2)(Q|P )] = E[SY(F (X n))(Q)]

∀P ∈ Pn(X )\{P0n}, Q ∈ Pm(Y). (6.20)

运用定理6.3.4，我们证明了下述定理，由此我们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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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6.3.5 令f = {fk}∞k=1为一个线性码序列fk : X nk → Ymk。如果f一个 δ-好的LSC序列，
且满足

Rc(f) = ln |Y| (6.21)

并且Y是初等阿贝尔的，则存在一个δ-渐近好的LSCC序列g1 = {g1,k : X nk → Ymk}∞k=1 使得

对于每个k ∈ N， g1,k与fk SC-等价。类似地，如果f是一个δ-渐近好的单射LCC序列，并且
X是初等阿贝尔的，则存在一个δ/R(f)-渐近好的单射LSCC序列g2 = {g2,k : X nk → Ymk}∞k=1

使得对于每个k ∈ N， g2,k与 fk CC-等价。

定理6.3.5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它不仅肯定了 SC-等价（或CC-等价） δ-渐近好的
LSCC的存在性，还给出了构造这种好码的方法，即通过串行级联速率为 1的线性码。在信

道编码的研究中，速率为 1的线性码（如“accumulate”码）就曾被频繁用于构造好的LCC
（如 [1, 11,29]）。

6.4 一个构造 δ-渐近好的LSCC的一般方案

定理6.2.1和6.3.5的确给出了构造渐近好的LSCC的可能方案。然而，就实现而言，这些
构造都存在技术难度，因为Gabidulin码或FRLC

q,n,n的生成矩阵都不是稀疏的。因此，我们接下

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基于稀疏矩阵构造 δ-渐近好的LSCC，以便于现有的迭代译码算法具有较
低的复杂性。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构造 δ-渐近好LSCC的一般方案。
令F = {Fk : X nk → Ymk}∞k=1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序列。我们称F 是相对于集合序列

A = {Ak ⊆ Pnk
(X )\{P0nk}}∞k=1 δ-渐近SCC-好的，如果

lim sup
k→∞

max
P∈Ak,Q∈Pmk

(Y)

1

nk

lnα(Fk)(P,Q) ≤ δ.

显然，这是 δ-渐近好LSCC序列的推广。特别当Ak是Pnk
(X )\{P0nk}的真子集时，其可以看

作是近似 δ-渐近好的LSCC序列。以下定理证明了 δ-渐近好的LSCC可以通过串行级联的方
法来构造。

定理 6.4.1 令G = {Gk : Ymk → Z lk}∞k=1为一个随机线性码序列，其相对于集合序列

A = {Ak ⊆ Pmk
(Y)\{P0mk}}∞k=1 是 δ-渐近 SCC-好的。如果存在另一个随机线性码序列

F = {Fk : X nk → Ymk}∞k=1，其满足

Fk(X nk\{0nk}) ⊆
∪

P∈Ak

T mk

P (Y), (6.22)

则

lim sup
k→∞

ρ(Gk ◦ Σmk
◦ Fk) ≤

δ

R(F )
.

注 6.4.1 根据定理6.4.1，我们可以用一个串行级联方案来构造渐近好的LSCC，其中，内码
是近似 δ-渐近SCC-好的，外码是一个具有良好码距特性的线性码，即

Ak = {P ∈ Pmk
(X )|1− P (0) > γ}. (6.23)

我们知道（见定理6.5.3或 [2,13]），对于合适的γ，有限域上存在好的LDPC码满足条件(6.22)，
所以剩下来待解决的就是要找一个相对于集合序列Ak δ-渐近SCC-好的随机线性码序列。在
下一节中，我们将在规则LDGM码中寻找合适的候选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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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结果，我们还证明了以下两个结果，这两个结果结合起来进一步说明了速率为

1的非奇异线性码的重要性。

推论 6.4.1 令G = {Gk : Ymk → Z lk}∞k=1为一个 δ-渐近好的随机LSCC序列。令F = {Fk :

X nk → Ymk}∞k=1为一个单射随机线性码序列Fk。于是

lim sup
k→∞

ρ(Gk ◦ Σmk
◦ Fk) ≤

δ

R(F )
.

命题 6.4.1 令F = {Fk : X nk → Ymk}∞k=1为一个 δ-渐近好的随机LSCC序列。令G = {Gk :

Ymk → Z lk}∞k=1为一个满射随机线性码序列。于是

lim sup
k→∞

ρ(Gk ◦ Σmk
◦ Fk) ≤ δ.

6.5 一个基于稀疏矩阵的渐近好LSCC的构造

在这一节中，根据注6.4.1，我们将对有限域上规则LDGM码的联合谱进行分析，同时我
们也分析了有限域上LDPC码的码距特性。
首先，我们定义两个基本的线性码。一个参数为 c ∈ N的单符号重复码是一个映射

fREP
q,c : Fq → Fc

q，定义为 x 7→ xx · · ·x。一个参数为 d ∈ N的单符号校验码是一个映射
fCHK
q,d : Fd

q → Fq，定义为x 7→
∑d

i=1 xi，其中求和运算可以缩写为 (x)⊕。在下文中，我们都将
使用这一缩写表示一个序列（矢量）所有分量之和。

基于这两个码，我们定义Fq上的一个随机规则LDGM码FLD
q,c,d,n : Fd′n

q → Fc′n
q 为

FLD
q,c,d,n

△
= fCHK

q,d,c′n ◦ FRM
q,cd′n ◦ Σcd′n ◦ fREP

q,c,d′n (6.24)

式中

fREP
q,c,n

△
=

n⊙
i=1

fREP
q,c , fCHK

q,d,n
△
=

n⊙
i=1

fCHK
q,d

c′ =
c

(c, d)
, d′ =

d

(c, d)
(6.25)

(c, d)表示 c和d的最大公因数。

为了计算FLD
q,c,d,n的联合谱或条件谱，我们首先需要计算 fREP

q,c 和 fCHK
q,d 的联合谱或条件

谱。因为FLD
q,c,d,n具有以下特性：

FLD
q,c,d,n

d
= FCHK

q,d,c′n ◦ Σcd′n ◦ FREP
q,c,d′n

d
= FCHK

q,d,c′n ◦ Σcd′n ◦ fREP
q,c,d′n

d
= fCHK

q,d,c′n ◦ Σcd′n ◦ FREP
q,c,d′n (6.26)

式中

FREP
q,c,n

△
= FRM

q,cn ◦ fREP
q,c,n ◦ FRM

q,n

FCHK
q,d,n

△
= FRM

q,n ◦ fCHK
q,d,n ◦ FRM

q,dn.

所有我们只需要计算 fREP
q,c,n和FCHK

q,d,n 的联合谱。我们有以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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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6.5.1
G(fREP

q,c )(u,v) = 1

q

∑
a∈Fq

uav
c
a (6.27)

E[G(FREP
q,c )(u,v)] = 1

q
u0v

c
0 +

1

q
((u)⊕ − u0)

(
(v)⊕ − v0
q − 1

)c

(6.28)

G(fREP
q,c,n)(u,v) =

∑
P∈Pn(Fq)

SFq
(Fn

q )(P )unPvncP (6.29)

SFqFq
(fREP

q,c,n)(P,Q) = SFq
(Fn

q )(P )1{P = Q} (6.30)

SFq|Fq
(fREP

q,c,n)(Q|P ) = 1{Q = P}. (6.31)

命题 6.5.2

E[G(FCHK
q,d )(u,v)] = 1

qd+1

[
((u)⊕)d(v)⊕ +

(
qu0 − (u)⊕
q − 1

)d

(qv0 − (v)⊕)
]

(6.32)

E[SFqFq
(FCHK

q,d,n )(P,Q)] = coef(g(1)q,d,n(u, Q),udnP ) (6.33)

E[SFqFq
(FCHK

q,d,n )(P,Q)] ≤ g
(2)
q,d,n(O,P,Q)

∀O ∈ Pdn(Fq) (O(a) > 0,∀a ∈ {a|P (a) > 0}) (6.34)

1

n
lnα(FCHK

q,d,n )(P,Q) ≤ δq,d(P (0), Q(0)) + d∆q,dn(P ) (6.35)

其中， coef(f(u),un)表示多项式 f(u)中un一项的系数，

g
(1)
q,d,n(u, Q)

△
=

(
n
nQ

)
qn(d+1)

[
((u)⊕)d + (q − 1)

(
qu0 − (u)⊕
q − 1

)d
]nQ(0)

×

[
((u)⊕)d −

(
qu0 − (u)⊕
q − 1

)d
]n(1−Q(0))

(6.36)

g
(2)
q,d,n(O,P,Q)

△
=

(
n
nQ

)
qn(d+1)OdnP

[
1 + (q − 1)

(
qO(0)− 1

q − 1

)d
]nQ(0)

×

[
1−

(
qO(0)− 1

q − 1

)d
]n(1−Q(0))

(6.37)

δq,d(x, y)
△
= inf

0<x̂<1
δq,d(x, x̂, y) (6.38)

δq,d(x, x̂, y)
△
= dD(x∥x̂) + Jq,d(x̂, y) (6.39)

Jq,d(x, y)
△
= y ln

[
1 + (q − 1)

(
qx− 1

q − 1

)d
]
+ (1− y) ln

[
1−

(
qx− 1

q − 1

)d
]

(6.40)

∆q,n(P )
△
= H(P )− 1

n
ln
(
n

nP

)
.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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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果，我们对FLD
q,c,d,n码的联合谱期望进行了估计，如下：

定理 6.5.1
E[SFq|Fq

(FLD
q,c,d,n)(Q|P )] = E[SFq|Fq

(FCHK
q,d,c′n)(Q|P )] (6.42)

1

d′n
lnα(FLD

q,c,d,n)(P,Q) ≤ c

d
δq,d(P (0), Q(0)) + c∆q,c′dn(P ) (6.43)

式中 c′和d′由式(6.25)定义，δq,d(x, y)由式(6.38)定义，∆q,n(P )由式(6.41)定义。对于任意函
数F : X n → Ym，我们定义

Ω(F )(P,Q)
△
= |X |nSXY(F )(P,Q) (6.44)

ω(F )(W1,W2)
△
= |X |nSw

XY(F )(W1,W2). (6.45)

于是，
1

d′n
lnE

[
Ω(FLD

q,c,d,n)(P,Q)
]
≤ Ωq,c,d(P,Q) + c∆q,c′dn(P )

1

d′n
lnE

[
ω(FLD

q,c,d,n)(W1,W2)
]
≤ ωq,c,d(W1(0),W2(0))

+ min
{
q ln(cd′n+ 1)

d′n
, c ln 1

W1(0)
, c ln 1

W1(1)

}
(6.47)

式中

Ωq,c,d(P,Q)
△
= H(P ) +

c

d
[H(Q) + δq,d(P (0), Q(0))− ln q] (6.48)

ωq,c,d(x, y)
△
= hq(x) +

c

d
[hq(y) + δq,d(x, y)− ln q]. (6.49)

为了对定理6.5.1中给出的上界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首先分析了 δq,d(x, y)的特性。

引理 6.5.1 对于所有的x, y ∈ [0, 1],

δq,d(x, y) ≤ Jq,d(x, y). (6.50)

引理 6.5.2 对于所有的x, y ∈ [0, 1],

Jq,d(x, y) ≤ ln
[
1 + (qy − 1)

(
qx− 1

q − 1

)d
]

(6.51)

≤ (qy − 1)

(
qx− 1

q − 1

)d

. (6.52)

当x, y ∈ [1/q, 1]时，我们还有

Jq,d(x, y) ≤ ln q − d(1− x)− (1− y) +
qd(d− 1)

2(q − 1)
(1− x)2 +

qd

q − 1
(1− x)(1− y). (6.53)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证明了下述定理。该定理表明，对于任意的 δ > 0，当参数d足够大

时，规则LDGM码是近似 δ-渐近SCC-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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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6.5.2 令{FLD
q,c,d,n}∞n=1为一个Fq上的随机规则LDGM码，q > 2。对于任意的γ ∈ (0, 1)，

定义序列 {An}∞n=1如下：

An
△
= {P ∈ Pd′n(Fq)|P (0) < 1− γ}. (6.54)

于是，对于任意的 δ > 0，都存在一个正整数d0 = d0(γ, δ)使得对于所有的d ≥ d0，

lim sup
n→∞

max
P∈An,Q∈Pc′n(Fq)

1

d′n
lnα(FLD

q,c,d,n)(P,Q) ≤ δ (6.55)

式中 c′和d′由式(6.25)定义。

定理6.5.2结合定理6.4.1和定理6.5.3（如下）表明：对于任意的δ > 0，我们可以通过串行

级联方案来构造 δ-渐近好的LSCC。级联方案中，我们以一个LDPC码为外码，一个LDGM
码为内码。而且，通过命题6.5.3（如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到渐近好的LSCC，从而我们发
现了一种基于稀疏矩阵构造渐近好LSCC的方法。

定理 6.5.3 (参见 [2,13]) 对于任意集合A ∈ X n，定义A的最小归一化重量为

wmin(A) = min
W∈Pn(B)\{W0n},

Sw
X (A)(W )>0

W (1). (6.56)

令 {FLD
q,c,d,n}∞n=1为Fq上的一个随机规则LDGM码。于是，对于 q ≥ 2， d > c ≥ 3， l ≥ 1和

γ ∈ (0, 1− q−1)，

Pr
{
wmin(kerFLD

q,c,d,n) ≤ γ
}
≤ Pr

{
wmin(kerFLD

q,c,d,n) <
l

d′n

}
+Θ

(
n−⌈l( c

2−1)⌉
)

+Θ
(
nq+1ed

′nωq,c,d(1−γ,1)
)

(6.57)

式中 d′由式(6.25)定义， ωq,c,d(x, y)由式(6.49)对于。函数 ωq,c,d(1 − γ, 1)在 (0, 1 − q−1)中

有一个唯一的零点 γ0(q, c, d)，并且当 γ ∈ (0, γ0(q, c, d))时， ωq,c,d(1 − γ, 1) < 0，当 γ ∈
(γ0(q, c, d), 1− q−1)时，ωq,c,d(1− γ, 1) > 0。而且，如果令 {ck}∞k=1和 {dk}∞k=1为两个整数序

列，其满足 limk→∞ dk = ∞和
lim
k→∞

ck
dk

= r ∈ (0, 1),

则 limk→∞ γ0(q, ck, dk) = γ0,q,r，式中γ0,q,r ∈ (0, 1− q−1)是方程hq(1− γ) = r ln q的解。

定理6.5.3给出了有限域上规则LDPC码的码距特性分析，就笔者所知，这是至今为止关
于有限域上规则LDPC码分析的最强结果。关于这一结果的详细讨论见 [39]。

命题 6.5.3 令{Fi = {Fi,k : X nk → Ymk}∞k=1}∞i=1为一族随机线性码序列。序列Fi（i ∈ N）是
δi-渐近SCC-好的，其中 δi关于 i非增，且随着 i → ∞趋于 δ。定义随机线性码Gi,k

△
= Fi0,k，

其中

i0
△
= arg min

1≤j≤i
ρ(Fj,k).

于是，序列{Gk,k}∞k=1是 δ-渐近SCC-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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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基于随机交织的分布式信源编码的

设计

至此，关于分布式信源信道联合编码，我们已经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当然也留

下了许多困难的问题。

在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之前，当然有必要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对我们的理论进行一次检

验。然而，要设计一个分布式信源信道联合编码系统，理论上而言，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尚未

解决，特别是最优条件概率分布的计算问题，所以我们转而选择设计某种特殊情形下的分布

式信源信道联合编码系统，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理论进行检验。如果假设相关信

源是互相独立的，则“多接入信道下相关信源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就退化为一般的多

接入信道编码问题，而我们的编码方案就退化为基于随机交织的多接入信道编码问题，这

方面已经有不少工作，即称为 IDMA的设计，性能非常不错。所以，我们转而假设多接入信
道是一个无噪声信道，于是“多接入信道下相关信源的无损信源信道联合编码”就退化为

Slepian-Wolf编码问题，而我们的编码方案也就退化为基于随机交织的分布式信源编码系统。
该方案是笔者早在 [37, 40] 中就提出的一个理论方案，至今尚未有他人具体实现过。 图7.1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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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一个基于LDPC码和交织器的对称Slepian-Wolf编码方案

出了这一方案的原理图。我们首先说明一下其基本的工作原理。系统中最关键的是交织器生

成模块和LDPC编码器库。交织器生成模块会为每个节点随机生成一个交织器（即置换），
LDPC编码器库则储存了具有不同速率的LDPC码的校验矩阵（用于编码），这些LDPC码
都是经过特别优化的，是渐近 SC-好的，即具有良好的核谱。该方案工作过程可概括为：对
各个信源产生的序列xk，首先通过对应的随机交织器Σn(xk)，然后与对应LDPC码的校验矩
阵Hk相乘，得到陪集序列ck = Σn(xk) · HT

k，发送到译码端；在译码端，利用收到的各个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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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序列 ck，通过信源相关性进行联合译码，求得恢复的信源序列 x̂k。因为采用了随机交织，

整个 Slepian-Wolf系统具有丰富的码资源，即使有多个相同速率要求的节点，系统可以分配
给它们相同的编码器，但为每个节点生成一个不同的交织器。在接收端，我们可以利用联合

分布进行迭代译码[4]，它可以较好地逼近MAP译码的性能。
在LDPC码的具体设计中，我们采用了以下几个具有不同参数的码率为0.75的LDPC码：
1. F2上长度分别为2160和 4320、变量节点度为3的规则LDPC码；
2. F2上长度分别为2160、4320和 10000、度分布为

λ(x) = 0.330432x+ 0.209509x2 + 0.00166887x4 + 0.116111x5 + 0.12354x6

+ 0.00958154x10 + 0.00613135x12 + 0.0263502x19 + 0.118027x20

+ 0.0586459x21 (7.1)

ρ(x) = 0.26765x3 + 0.73235x4 (7.2)

的不规则LDPC码；
3. F16上长度为 2500（等效长度10000）、度分布为

λ(x) = 0.65425x+ 0.130545x2 + 0.192347x3 + 0.0228581x4 (7.3)

ρ(x) = 0.809685x2 + 0.190315x3 (7.4)

的不规则LDPC码；
为保证线性码的双向图（bipartite graph）具有较大的最小圈长，我们使用PEG[21]算法来生

成上述线性码。

为了验证该系统的性能，我们在2个和3个节点的相关信源模型下进行了仿真。此外，我
们也对单节点信源这一退化情形进行了仿真。在所有这些仿真模型中，我们假设各节点信源

在集合B中取值，信源的联合分布为独立同分布（即平稳无记忆）。为了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
下降低模型的参数数量，我们还假设每个节点信源的边际分布为相同的二值分布。于是，我

们定义单个、2个和3个相关信源的模型如下：
1. 单信源模型X：

Pr{X = 0} = p, Pr{X = 1} = 1− p

其中，p ∈ [0.5, 1)。

2. 2个相关信源模型 (X,Y )：

Pr{X = 0, Y = 0} = p, 0.5 ≤ p < 1

Pr{X = 0, Y = 1} = Pr{X = 1, Y = 0} = q, 0 < q <
1− p

2
Pr{X = 1, Y = 1} = 1− p− 2q.

3. 3个相关信源模型 (X,Y, Z)：

Pr{X = 0, Y = 0, Z = 0} = p,

Pr{X = 1, Y = 0, Z = 0} = Pr{X = 0, Y = 1, Z = 0} = Pr{X = 0, Y = 0, Z = 1} = q,

Pr{X = 1, Y = 1, Z = 0} = Pr{X = 1, Y = 0, Z = 1} = Pr{X = 0, Y = 1, Z = 1} = k,

Pr{X = 1, Y = 1, Z = 1} = 1− p− 3q − 3k.

其中，

0.5 ≤ p < 1, 0 < q <
1− p

3
, 0 < q <

1− p− 3q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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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模型，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其联合熵、条件熵等。在各节点等速率编码的情形下，根

据Slepian-Wolf定理，我们知道上述模型对应的各节点可达速率条件分别为

R ≥ H(X)

R ≥ max{1
2
H(X,Y ),H(X|Y )}

R ≥ max{1
3
H(X,Y, Z),

1

2
H(X,Y |Z),H(X|Y,Z)}.

图7.2给出了上述不同节点数相关信源模型下的基于随机交织的分布式信源编码的仿真性
能。图中，横坐标表示实际编码和速率与相关信源联合熵的差值，纵坐标表示误比特率，各

条曲线分别对应于不同LDPC码下分布式信源编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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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个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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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个信源

图 7.2: 基于随机交织的分布式信源编码性能仿真

在表7.1中，我们以10−6误比特率为标准，分别列出了各不同长度、不同参数的LDPC码
对应的编码和速率与信源联合熵的比值。 可以看到，尽管不同信源节点使用了相同的LDPC

表 7.1: 不同LDPC码下相关信源编码和速率与相关信源联合熵的比值
LDPC码类型 L R

H(X)
2R

H(X,Y )
3R

H(X,Y,Z)

F2规则码 2160 1.394 1.293 1.278

F2规则码 4320 1.298 1.252 1.249

F2不规则码 2160 1.267 1.245 1.238

F2不规则码 4320 1.194 1.191 1.208

F2不规则码 10000 1.143 1.160 1.181

F16不规则码 2500 1.119 1.123 1.145

码，但通过对各节点使用不同的交织器，系统的性能并未随节点数的增加而有明显的恶化。

相反地，在较短码长下，多个信源的压缩性能反而好于单个信源的压缩性能。

我们注意到，文献 [34] 在两个非均匀对称相关信源情况下，利用码率为0.50227、码长为
105的 IRA码进行分布式信源编码，其结果与联合熵之间相差 0.163比特，和速率与联合熵的
比值为 1.122。与此相比，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案在等效码长为 104的码字（F16不规则码）下

已取得类似的性能。因此，对于非均匀对称相关信源，本文的设计方案具有一定优势。

当然，在系统设计和仿真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当相关信源的边际分布趋

向于均匀时，系统仿真性能会恶化。这主要是由于迭代译码的收敛性能恶化造成的，需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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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改进。例如，可以针对均匀或近似均匀的相关信源，通过EXIT图等方法
对LDPC码的迭代译码性能进行优化，从而提升系统的性能，这将作为后续研究工作的主要
内容。另外，目前对Fq上的LDPC码的优化尚未有成熟的理论，也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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