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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整数编码和 Slepian-Wolf 编码的研究 i

摘　要

论文研究了无损信源编码中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通用信源编码中的整数编码问题。论文分析了任意分布下 Golomb
码的性能，并在 Golomb 码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类通用的扩展 γ 码。为了理解这些整数

码，论文提出了最大熵码的概念，并证明了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分别是两类信源下

的最大熵码。此外，论文还考虑了一组整数的编码问题，提出了四个实用的一组整数

的编码方案，并将其应用于基于 Burrows-Wheeler 变换的压缩算法设计中，实验结果
表明其压缩比率要优于采用整数码的 BWT 类压缩算法。

第二个问题是分布式信源编码中的 Slepian-Wolf 编码问题。论文在相关一般信源
下推导出 Slepian-Wolf系统平均 MAP译码错误概率的一个上界，并在此基础上，给出
了相关一般信源下 Slepian-Wolf定理正命题部分的一个新证明。然后，论文在相关平稳
无记忆信源下推导出线性 Slepian-Wolf 系统平均 MAP 译码错误概率的一个改进上界，
并在这一改进上界的基础上，分析了基于 LDPC 码和随机置换的 Slepian-Wolf 系统的
性能，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当编码长度非常大时，几乎所有的 LDPC 编码器和置
换对于实际 Slepian-Wolf 系统的设计都是足够好的。最后，论文对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问题作了探讨，依靠信息谱方法建立了先验一般信源与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间
的联系。作为一个例子，论文通过给出最小熵译码器所对应的先验一般信源，揭示了

其通用编码的原理。

关键词： 通用信源编码，整数编码，Golomb 码，Elias γ 码，Burrows-Wheeler 变换
（BWT），Slepian-Wolf 编码，最大后验概率（MAP）译码，一般信源，一般信道，信
息谱，低密度偶校验（LDPC）码，最小熵译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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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important problems in lossless source coding are studied in this thesis.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integer coding problem, one of the problems in universal source coding.

The performance of Golomb codes for arbitrary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is analyzed, and then a class
of universal codes called extended γ code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Golomb codes. To understand
these integer codes, we present the concept of maximum entropy code, and then prove that Golomb
codes and extended γ codes are maximum entropy codes for two classes of source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coding problem of a block of integers is considered, and four practical coding
schemes of a block of integers are proposed and then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compression algorithm
based on Burrows-Wheeler transform.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algorithm indicate lossless coding
rates better than those achieved by BWT-based compression algorithms using integer codes.

The second problem is the Slepian-Wolf coding problem, one of the problems in distributed
source coding. An upper bound on the average MAP decoding error probability of Slepian-Wolf
systems for correlated general sources is derived, and a new proof of the direct part of the Slepian-
Wolf theorem for correlated general sources is given based on this bound. Moreover, an improved
upper bound on the average MAP decoding error probability of linear Slepian-Wolf systems for sta-
tionary memoryless sources is derived. Based on this improved bound, we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Slepian-Wolf systems based on LDPC codes and random permutations, and prove that under
some conditions, all but diminishingly small proportion of LDPC encoders and permutations are
good enough for the design of practical Slepian-Wolf systems when the coding length is very large.
Finally,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 Slepian-Wolf coding is considered. With the power of informa-
tion spectrum methods, we establis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priori general sources and universal
Slepian-Wolf coding. As an example, we explain the principle of the minimum entropy decoder by
finding its corresponding a priori general source.

Key words: Universal source coding, integer coding, Golomb codes, Elias γ code, Burrows-Wheeler

transform (BWT), Slepian-Wolf coding，maximum a posterior probability (MAP) decoding, general

source, general channel, information spectrum, low density parity check (LDPC) codes, minimum

entropy de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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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自 Shannon 于 1948 年以《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90] 一文

创立信息论学科以来，信源编码一直是信息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信源编码包括无

损信源编码和有损信源编码（亦称为率失真理论）。虽然有损信源编码在目前高速发展

的多媒体技术下具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但在不少应用场合，由于要求数据被无失真

地恢复，所以必须采用无损信源编码（如计算机数据的压缩存档等）。另一方面，由于

无损信源编码是有损信源编码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失真度为零，所以在理论上，无损

信源编码理论是整个信源编码理论的基础，实际中有损信源编码的设计也常常依托于

无损信源编码的设计（如熵编码器的使用）。

近几十年来，无损信源编码理论和应用的研究突飞猛进，其中又可以分为单用户

无损信源编码的研究和多用户无损信源编码的研究。单用户无损信源编码的研究可以

分为以下三个方向：

一、可达速率区（Achievable Rate Region）的研究
所谓可达速率，即指在该速率的任意邻域内存在符合某种条件的编码器与解码器。

由所有可达速率组成的集合称为可达速率区。由于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码，所以可达

速率区的问题也要在不同类型码的情况下分别进行考虑。

根据 Han 和 Kobayashi 的《Mathematics of Information and Coding》 [51] 一书，

各种信源编码首先可以分为分组码（Block Codes）和序贯码（Sequential Codes）。所
谓分组码，即由信源生成的序列被分成若干块（不一定等长），每一块被分别编码，每

块的编码过程都与其他块不相关。而序贯码则相反，它在编码器中保留之前所读数

据的有关信息，以此结合当前段的数据来进行编码。实际中，为了获得较好的压缩性

能，许多系统都被设计为序贯码，然而在理论上，笔者认为序贯码可以等同为某个长

度更长的分组码。分组码还可以依照其输入分组长度和输出分组长度的特点分为 FF
码、VF 码、FV 码和 VV 码，其中 F 表示固定长度（Fixed-Length），V 表示可变长
度（Variable-Length），第一个字符表示输入分组长度的特点，而第二个字符表示输出
分组长度的特点，以 FV 码为例，就是输入分组长度固定、输出分组长度可变的码。

FF 码是信源编码理论中研究较多的码，信息论中大多数关于可达速率区的研
究都是首先围绕 FF 码展开的，然后再推广到其他类型的码（主要是 FV 码）。在
[90] 中，Shannon 首先运用典型列的思想给出了离散无记忆信源（Discrete Memoryless



2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绪论

Sources，DMSs）下的可达速率区，而后 Shannon 又进一步推广到有限状态的遍历
Markov 信源。1953 年，McMillan 将统计力学中的术语渐近等分性质（Asymptotic
Equipartition Property，AEP）引入信息论[71]，用于描述 Shannon 证明中所用到的典
型列的典型特性。同一文中，McMillan 还进一步运用概率论中的遍历定理（Ergodic
Theorem）推广了 Shannon 关于典型列的结果，得出了每一个有限字符集的平稳遍历
过程（Stationary Ergodic Processes）都满足 AEP的结论，现在的教科书（如 [24]）通
常将之称为 Shannon-McMillan 定理。运用 Shannon-McMillan 定理，平稳遍历过程的
可达速率区问题就可以非常容易地运用 AEP 性质解决。然而，对于非平稳或者非遍历
的信源，并不一定满足 AEP，所以需要更一般的理论来研究这些信源。1993 年，Han
和 Verdú在 [52] 中提出了信息谱（Information Spectrum）的方法，运用该方法可以计
算任意一般信源（General Sources）的可达速率区。
二、熵编码器（Entropy Coder）的设计
计算出可达速率区，只是说明在这些速率下存在符合性能要求的码，而实际应用

中需要的是能够以较低的算法复杂性来构造出这些码，这就是熵编码器的设计问题，

即在已知信源统计特性的条件下如何设计接近可达速率区边界（最优压缩）的编码器。

FF 码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由于这种码本质上必然是有译码错误的，故
其只具有理论意义（在多用户无损信源编码中并非如此），并未被应用于实际。实际中

最常用的是 FV 码，Huffman 于 1952 年在 [54] 中提出的最优前缀码就是一类在离散
无记忆信源下平均码字长度达到最小的 FV 码，现在的教科书上通常称为 Huffman 编
码，其平均码字长度小于信源熵加 1。与 Huffman 码性能相似的 FV 码还有 Shannon
码[90]、Shannon-Fano-Elias码[24] 等。相比 FF和 FV码，VF码的研究较少，而 VV码
则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在 Tunstall 的博士论文 [97] 中给出了一种构造无记忆信源下最
优 VF 码的算法。

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增大分组长度（即扩展字符集）的技术，使分组码（如

Huffman 编码）的平均码字长度渐近趋向于信源熵，但是这在实际中会导致算法复
杂性过高，而编码性能的收敛速度过慢。所以，研究者们转而考虑序贯码的设计。

Rissanen 在 [85] 中提出的算术编码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并最具灵活性的一类序贯编码
算法，这种编码算法的基本原理源于 Shannon-Fano-Elias 码，其本质就是给出了一个
有效的递归算法可以将长分组 Shannon-Fano-Elias 码分解为许多较小分组（通常就是
单个字符）的序贯编码算法，同时还要解决实际实现中的有限精度算术问题。由于算

术编码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待编码字符的条件概率来挖掘信源的记忆特性，所以结合

一定的统计模型或预测模型就可以达到较高的压缩性能。

三、通用编码（Universal Coding）的研究
虽然熵编码器可以生成任意信源下接近可达速率区边界的码，但是它要求知道信

源的统计特性，这个条件在实际应用中常常无法满足，所以在更多的应用环境下，我

们需要考虑信源统计特性未知条件下的无损信源编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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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思路就是先对信源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再用熵编码器进行编码，这类技术还

可以进一步分为自适应和非自适应两类方法，这些都是目前数据压缩中最常用的方

法，但是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即构造通用码（Universal Codes）。通用一词最早是
Kolmogorov 在 [59] 中提出的，意指数据压缩算法没有关于信源统计特性的先验知识。
根据笔者的理解，目前理论研究的通用码可以按照译码是否会产生错误分为渐近无错

码和无错码。

渐近无错通用码通常为 FF 码，即一个固定速率码，所以也常称为定长码，它可
以做到对于某一类信源，只要信源的可达速率区包含其码率，就可以达到渐近无错的

无损压缩。关于渐近无错通用码的研究，以 Csiszár 和 Körner的类型论方法为代表[27]，

通过使用最小熵译码器，可以证明离散无记忆信源下存在通用 FF 码，甚至是通用线
性 FF 码[25]。但是，这些工作只是证明了通用 FF 码的存在性，至于实际通用定长码
的构造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无错通用码由于其无错的特性，必然要求其输入或输出序列至少有一边是变长序

列，故无错码也常称为变长码，它可以做到对于某一类信源，其平均码字长度随数据

长度的增加渐近收敛于信源熵。无错通用码的研究是单用户无损信源编码研究的一

个重点，至今，数据压缩中大部分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都是围绕无错通用码的构

造与分析展开的。关于无错通用码的早期工作有 Fitingof 的组合论方法构造的通用
编码算法[39] 和 Davisson 的概率论方法建立的通用编码的理论框架[28]。而后，Ziv 和
Lempel 于 1977 年和 1978 年提出了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两类通用压缩算法：LZ’77[109]

和 LZ’78[110]。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Wyner、Ziv、Willems 等一批学者以 Kac
的返回时间定理 [57]（Kac Return-Time Theorem）为基础，对与两类 LZ 算法密切相
关的重复时间和重复长度的渐近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而对各种 LZ类变种算法的
性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有关这些进展的介绍可参见 [104]。除了 LZ 类压缩算法，部
分匹配预测（Prediction by Partial Matching，PPM）算法[20] 和 Burrows-Wheeler 变
换（Burrows-Wheeler Transform，BWT）算法[16] 也是目前研究和应用较多的通用数

据压缩算法。此外，关于具有可数无穷字符集和未知分布的离散无记忆信源的（无错）

压缩问题也是通用数据压缩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通常称为整数的通用编码

（Universal Coding of Integers）问题，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可参见 [32]。

以上，我们对单用户无损信源编码的研究进展作了一个简略的回顾。受限于本文

的主题和笔者的知识面，这一回顾必然是简略的，同时也不一定十分全面（笔者已经

省略了关于受限系统编码的研究），比如上文中提及的文献主要是各个方向的开题工作

或经典工作，但实际上每个方向都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

与单用户无损信源编码相比，多用户无损信源编码要复杂得多，无论是研究问题

的类型、难度都远远超过了单用户的情形。笔者个人认为，即使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模

型种类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目前研究较多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1973 年
由 Slepian 和 Wolf 提出的相关信源的分离编码问题[92]，这是分布式信源编码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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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本问题，虽然理论上，各种信源条件下该问题的可达速率区已获得基本解决，

但实际如何编码、如何构造通用码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类则是网络编码

（Network Coding）问题，其标志性文章为 2000 年 Ahlswede 等人发表的 [3]，网络编
码主要研究网络传输（如单信源或多信源的多播问题）中的编码问题，希望通过编码

的方法达到比简单路由方法更好的网络性能，这几年来，关于网络编码的文献有加速

增长的趋势。

通过对无损信源编码理论的全面回顾并结合自身的兴趣，笔者将在论文中重点研

究以下两个问题：

(1) 单用户通用无损信源编码（常简称为通用信源编码）中的整数编码问题
（第二章）。我们分析了任意分布下 Golomb 码的性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类通用
的扩展 γ 码，然后提出了最大熵码的概念，并证明了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都是最大

熵码，进而考虑了一组整数的编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实用编码方案，并将其应用

于基于 BWT 的压缩算法设计中。
(2) 分布式信源编码中的 Slepian-Wolf 编码问题（第三 章）。我们在一般信源下给

出了 Slepian-Wolf 系统平均 MAP 译码错误概率的上界，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般信
源下 Slepian-Wolf 定理正命题部分的一个新证明，然后在相关平稳无记忆信源下给出
了线性 Slepian-Wolf 系统平均 MAP 译码错误概率的一个改进上界，进而分析了基于
LDPC 码和随机置换的 Slepian-Wolf 系统的性能，证明了当编码长度非常大时，大多
数（概率趋近于 1）LDPC码和置换可以帮助我们构建性能优良的对称 Slepian-Wolf编
码系统。最后，我们还对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作了探讨，在信息谱理论的框架下建
立了先验信源与通用编码间的联系，并运用这种观点对最小熵译码器的原理进行了解

释，为今后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指出了一条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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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通用信源编码

2.1 整数的通用编码

2.1.1 基本理论框架

从字面来看，“整数的通用编码”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指整数的编码，即关

于可数无穷字符集的编码；第二层则是指编码为通用编码，即没有关于整数概率分布

的先验知识。

整数的编码问题并不是一个平凡的问题，由于字符集是可数无穷的，所以通常的

编码算法根本无法胜任。如计算机中的定点、浮点表示，虽然其表示范围已很大，但

仍无法表示可数无穷个字符。又如 Huffman 编码[54]，虽然对于有限字符集给出了令人

满意的码字构造算法，但这些算法都无法简单地扩展到可数无穷字符集。事实上，整

数的编码问题还与一类计算机科学中称为无界搜索（Unbounded Search）的基本问题
有着密切的联系。

整数的通用编码问题则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整数的通用码经常被用

于通用信源编码（也称为通用数据压缩）的理论分析中。由于在通用数据压缩的理论

分析中，为了证明编码性能具有某种渐近收敛的特性，常常使用扩展字符集的技术，

而扩展字符集的本质就是使字符集的基数趋于可数无穷，于是一般信源的通用编码问

题就转化为整数的通用编码问题。

虽然在 Elias 的工作之前，也有一些关于整数编码的工作，但整数通用编码的基本
理论框架主要是由 1975 年 Elias 的文章 [32] 建立起来的。在介绍有关理论之前，我们
先引入有关的记号。

首先，记二进制集合 {0, 1} 为 B， ⊕ 表示异或运算（即模 2 加法）， x 表示对

二进制字符 x 求反，定义 B∗ 表示由集合 B 中的符号组成的所有有限长度的二进制
序列的集合，集合 B∗ 中的任意两个序列 α 和 β 的级联记为 αβ，序列 α 的长度记为

|α|。设一组由可数无穷个码字构成的前缀码 C = {ci ∈ B∗ : i ∈ Z+}。其次，定义正
整数信源 S = (Z+, P )， Z+ 为信源的字符集， P 为定义在正整数集合上的概率分布

函数。于是，信源 S 的熵和均值分别表示为 H(P )
△
= EP [− log p(i)] 和 µP

△
= EP [i]。本

章中， logx △
= log2 x， ⌊x⌋ 表示对 x 下取整， ⌈x⌉ 表示对 x 上取整， ⟨x⟩ △

= x − ⌊x⌋，
x mod y △

= x − ⌊x/y⌋ y。我们将每个码字 ci 与每个正整数联系起来，那么对于一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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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前缀码 C 和一个给定的信源 S，其平均码长定义为

LP (C)
△
= EP [|ci|] =

∑
i∈Z+

p(i)|ci|. (2.1.1)

在 [32] 中，Elias 首先将整数的通用编码问题设定在一类特殊的信源上，即由所有
具有有限熵且概率分布函数非递增的正整数信源构成的信源类 SNI。随后，Elias 给出
了通用码和渐近最优码的定义。前缀码 C 是通用的，当且仅当比率

LP (C)

max{1, H(P )}
≤ KC , ∀S ∈ SNI . (2.1.2)

前缀码 C 是渐近最优的，当且仅当比率

LP (C)

max{1, H(P )}
≤ RC(H(P )) ≤ KC , 且 lim

H(P )→∞
RC(H(P )) = 1. (2.1.3)

在其后关于整数的通用编码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进行的，

至多对上述两种码的定义作轻微的修改。在进一步具体介绍通用整数码之前，我们还

需要定义一些表示二进制序列的记号。

令 (j)2 为一个正整数 j 的标准二进制表示（最左边的比特位必为 1）。例如，
(11)2 = 1011。又令 [j]2 表示正整数 j 的去除最高位的标准二进制表示。例如，

[11]2 = 011。 (j)2 和 [j]2 的长度分别记为

Λ(j)
△
= |(j)2| = ⌊log j⌋+ 1, λ(j)

△
= |[j]2| = ⌊log j⌋ . (2.1.4)

令 (j)1 为一个正整数 j 的一元表示。例如， (1)1 = 0， (2)1 = 10， (3)1 = 110，. . .。
显然， |(j)1| = j。令 Bl(j) 为表示 0 到 l − 1 这 l 个整数的分组码，其编码规则为

Bl(j)
△
=

{
B2k−1(j), j < 2k − l (2.1.5a)

B2k(j + 2k − l), j ≥ 2k − l (2.1.5b)

式中 B2k(j) 定义为整数 j 的 k 比特二进制表示， k = ⌈log l⌉。例如，当 l = 5 时，则

k = 3， 2k − l = 3，于是

B5(0) = B4(0) = 00,

B5(1) = B4(1) = 01,

B5(2) = B4(2) = 10,

B5(3) = B8(3 + 3) = 110,

B5(4) = B8(4 + 3) = 111.

码字 Bl(j) 的长度为

|Bl(j)| = ⌈log l⌉ − u(2⌈log l⌉ − l − 1− j). (2.1.6)

式中 u(x) 为阶跃函数（当 x ≥ 0， u(x) = 1，否则 u(x)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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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各类通用整数码

到目前为止，各类通用整数码大体可以按照是否具有错误恢复能力分为两类，我

们不妨将这两类码分别称为易错（Error Sensitive）码和鲁棒（Robust）码。
大多数易错码都是以正整数的二进制表示为基础构造的，有些文献中将这种构造

原理的整数码称为对数斜坡表示（Logarithmic Ramp Representation），文献 [5] 则将
其称为消息长度策略（Message Length Strategy）。文献 [32] 中提出的几类通用码，如
γ 码、 δ 码和 ω 码都属于这一类。

γ 码以二进制表示 [j]2 为基础，然后在每个二进制字符前插入字符 0，最后插入 1

表示二进制字符的结束。例如， [5]2 = 01，所以

γ(5) = 00 01 1.

γ 码还有一个变种 γ′ 码，它主要是将插入字符的方法改为前置字符，还是以正整数 5

为例，

γ′(5) = 001 01.

可以看出 γ′ 码的头部就是一个一元码（但与本文中的定义相反），所以如果使用本文

的一元码代之， γ′ 码的算法可以表示为

γ′(j) = (|(j)2|)1[j]2 = (Λ(j))1[j]2. (2.1.7)

下文中，我们都将以 (2.1.7) 来计算 γ 码。 γ 码是通用码，但不是渐近最优的。

δ 码则是以 γ 码为基础构造的，它先写下正整数 j 的去除最高位的标准二进制表

示 [j]2，然后再将其长度信息以 γ 码写在其头部，具体算法可定义为

δ(j) = γ(|(j)2|)[j]2 = γ(Λ(j))[j]2. (2.1.8)

以正整数 17 为例，则

δ(17) = γ(5) [17]2 = 110 01 0001.

δ 码是渐近最优码。

顺着 δ 码的这种思路， ω 码将这种构造码的思想发挥到极点，其基本思路为先写

下正整数的二进制表示，而后将该二进制表示的长度信息以二进制表示写在其前面，

然后将这第二个二进制表示的长度信息再以二进制表示写在其前面，如此反复，直到

长度信息的二进制表示缩短到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长度小于等于 2）。当然， ω 也是

渐近最优码。其例子如下:

ω(1) = 0, ω(2) = 10 0, ω(3) = 11 0, · · · , ω(17) = 11 101 10001 0.

与 ω 码类似的有 Even 和 Rodeh 的 R 码[34]、Stout 的 Rl 码和 Sl 码
[94]、Ahlswede 等

的 ω′ 码 [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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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这些基于消息长度策略的整数码，Amemiya 和 Yamamoto 还提出了一类
称为基于分组策略（Grouping Strategy）的整数码[5]。其实，常用的 Golomb 码[48] 就

是基于分组策略的，但它不是通用码。

所谓鲁棒码，即当码字出现一个传输错误时，译码器可以在某个序列长度之后

重新恢复至正确译码，换言之，错误被局限在某段序列中而不会无限制地影响到以

后所有的序列。通常，鲁棒码中会包含一个固定模式（Pattern）以表示码字的结束。
Lakshmanan 对以长度为 k 的二进制字符串 p 结尾的编码集合 C(k, p) 的信源编码性能

进行了初步分析[62]，证明了 C(2, 00)、 C(2, 11) 和 C(k, p)（k ≥ 3， p 任意）都是通

用码，但都不是渐近最优的。Capocelli 则进一步运用生成函数（Generating Function）
的方法对 C(k, p) 编码集合作了更为精细的分析[18]，证明了 p 的自相关多项式 ppt 在

t = 2 的值越大，其渐近性能越好。其中，若设 p = p1p2 · · · pk，则自相关多项式定义为

ppt
△
=

k−1∑
n=0

(
k−n∏
m=1

pm ⊕ pm+n

)
tk−1−n. (2.1.9)

Capocelli 还证明了正规（Regular）码中不存在渐近最优码，所谓正规码是指可被有限
状态自动机（Finite-State Automaton）识别的码。
实际鲁棒码的构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 Apostolico 和 Fraenkel 提出的基于

Fibonacci 计数系统的编码[6, 17]。他们考虑了模式 p = 1m 的情形，其文中记为 C
(m)
1 。

由于该情形下不同长度的码字个数正好对应于 k 阶 Fibonacci 数，所以这类码可以用
m 阶的 Fibonacci 计数系统来计算，并由此定义了两类基本的 Fibonacci 表示，此外，
文献 [6] 还提出了另一种基于 m 阶的 Fibonacci 计数系统的 Fibonacci 码 C

(m)
2 ，最后

证明了所有的 Fibonacci 表示都是通用的，关于其它的一些 Fibonacci 码变种可参见
[41]。另一类是由 Wang 提出的基于 Flag 的编码 [100]，即用模式 p = 0f（f ≥ 0）作为

表示一个码字结束的 Flag，他首先把正整数用标准二进制表示出来，然后将该二进制
序列颠倒，序列中每逢 f − 1 个 0 就插入一个 1，然后在末尾加上 0f。Yamamoto 和
Ochi 则进一步改进并推广了 Wang 的 Flag 编码方案[105]，Flag 可以取满足以下自相关
多项式的 p，

ppt = tf−1, p′p′t = tf−1 + 1,

式中 p′ = p1p2 · · · pf−1pf。上述基于 Flag 的编码都是通用码。

2.1.3 任意分布下 Golomb 码性能的分析
虽然到目前为止，整数编码的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通用的整数编码方案，

但很多编码方案在数据压缩中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编码方

案只有在具有较大熵值的信源下才能体现出其通用或者是渐近最优的性能，而实际应

用中，字符集通常不是可数无穷的，甚至很小，信源的熵根本不可能达到体现这些编

码性能的范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类非通用码 Golomb 码却在实际的数据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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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所以在研究通用整数编码之前，我们将首先对 Golomb 码的
性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Golomb 码是 Golomb 于 1966 年提出的一类带参数的前缀码[48]，由一个一元码

和一个匹配均匀分布的 Huffman 码构成。由于其编码和解码的算法十分简单，到目
前为止，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压缩领域，如无损图像压缩 [82, 101]。关于 Golomb
码的性能，Gallager 等证明了其在单边几何分布（One-Sided Geometric Distribution,
OSGD）下是最优的[45]，并给出了参数为 θ 的 OSGD 下的最优参数准则，即满足
θl + θl+1 ≤ 1 < θl + θl−1 的整数 l；Szpankowski 则进一步分析了其在 OSGD 下码字冗
余长度的渐近特性 [95]。另一方面，Merhav 等在双边几何分布（Two-Sided Geometric
Distribution, TSGD）下提出了一类性能最优的扩展的 Golomb 码[72]。与这些理论上的

进展相比，在实际中，Golomb 码的应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 OSGD 或 TSGD 的信源，
它常常被用于那些具有近似递减概率特性但确切概率模型未知的信源上 [37, 53, 82]，因

此，很有必要对 Golomb 码在任意分布下的性能进行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 Golomb 码在具有有限均值的任意分布下的平均码字长度的上下界，

并给出使 Golomb 码达到最低上下界的参数公式。原始的 Golomb 码是基于非负整数
的，本文为和描述整数码的文献保持一致，所以给出了以下这个略微修改的基于正整

数的 Golomb 码。
定义参数为 l（l ∈ Z+）的 Golomb 码为

Gl =

{
gl(i)

∣∣∣∣gl(i) = (⌊i− 1

l

⌋
+ 1

)
1

Bl((i− 1) mod l), i ∈ Z+

}
. (2.1.10)

例如，当 l = 5 时，整数 13 和 14 的编码分别为

g5(13) =

(⌊
13− 1

5

⌋
+ 1

)
1

B5((13− 1) mod 5) = (3)1B5(2) = 110 10

和

g5(14) =

(⌊
14− 1

5

⌋
+ 1

)
1

B5((14− 1) mod 5) = (3)1B5(3) = 110 110.

于是，我们有如下定理。

定理 2.1 对于一个给定的信源 S，其均值 µP <∞，则对于任意的 l ∈ Z+ 有

LBG(l, µP ) ≤ LP (Gl) ≤ UBG(l, µP ), (2.1.11)

式中

LBG(l, µP ) = ⌈log l⌉+ µP − 2⌈log l⌉

l
+ 1, (2.1.12)

UBG(l, µP ) = ⌈log l⌉+ µP − 2⌈log l⌉ − 1

l
+ 2. (2.1.13)

下界 LBG(l, µP ) 在

l0 = 2⌊logµP ⌋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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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取到最小值，所以对于所有的 l ∈ Z+，

LP (Gl) ≥ LBG(l0, µP ) ≥ logµP + log
(

e

log e

)
. (2.1.15)

上界 UBG(l, µP ) 在

l1 = 2⌊log max{µP−1,1}⌋ (2.1.16)

处取到最小值，且

UBG(l1, µP ) ≤ logmax{µP − 1, 1}+min{µP , 2}. (2.1.17)

证明：由 Golomb码的定义式 (2.1.10)以及 (2.1.6)知道，一个参数为 l 的 Golomb
码，其码字长度为

|gl(i)| =
⌊
i− 1

l

⌋
+ 1 + ⌈log l⌉ − u(2⌈log l⌉ − l − 1− (i− 1) mod l).

因此由 (2.1.1)，Golomb 码的平均码长为

LP (Gl) =
∑
i∈Z+

p(i)

[⌊
i− 1

l

⌋
+ 1 + ⌈log l⌉ − u(2⌈log l⌉ − l − 1− (i− 1) mod l)

]
= ⌈log l⌉+ µP − 1

l
+ 1−

∑
i∈Z+

p(i)

[⟨
i− 1

l

⟩
+ u(2⌈log l⌉ − l − 1− (i− 1) mod l)

]

= ⌈log l⌉+ µP − 1

l
+ 1−

l−1∑
j=0

∑
(i−1) mod l=j,

i∈Z+

p(i)

[
j

l
+ u(2⌈log l⌉ − l − 1− j)

]

= ⌈log l⌉+ µP − 1

l
+ 1−

l−1∑
j=0

p̃(j)w(j, l), (2.1.18)

式中

p̃(j) =
∑

(i−1) mod l=j, i∈Z+

p(i), w(j, l) =
j

l
+ u(2⌈log l⌉ − l − 1− j). (2.1.19)

因为当 0 ≤ j ≤ l − 1 时，

2⌈log l⌉

l
− 1 ≤ w(j, l) ≤ 2⌈log l⌉ − 1

l
,

所以结合 (2.1.18) 便可推出 (2.1.11)、(2.1.12) 和 (2.1.13)。
通过观察，可以注意到如果 ⌈log l⌉ = ⌈log l′⌉，并且 l < l′，那么 LBG(l, µP ) >

LBG(l
′, µP )，所以函数 LBG(l, µP ) 的最小值只可能取在 l = 2k（k ≥ 0）。于是，我们

计算如下的差式：

LBG(2
k+1, µP )− LBG(2

k, µP ) = 1− µP
2k+1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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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 (2.1.20)知，当 2k+1 ≤ µP 时，LBG(2
k+1, µP ) ≤ LBG(2

k, µP )，而当 2k+1 > µP

时， LBG(2
k+1, µP ) > LBG(2

k, µP )。因此函数 LBG(2
k, µP ) 的最小值就是取在满足不

等式 2k+1 > µP 的最小非负整数 k 上。通过解不等式，就可以推出 (2.1.14)。于是，对
于所有 l ∈ N+，

LP (Gl) ≥ LBG(l0, µP ) = logµP + 2⟨logµP ⟩ − ⟨logµP ⟩.

由微积分的知识知道，函数 f(x) = 2x− x（0 ≤ x < 1）的最小值取在满足 f ′(x) = 0 的

值上，即 x0 = log log e，所以，

LBG(l0, µP ) ≥ logµP + 2log log e − log log e = logµP + log
(

e

log e

)
,

(2.1.15) 得证。
与下界函数的证明类似，同理可以证明上界函数在 (2.1.16) 处取得最小值，而且

当 l = l1 时，若 µP ≥ 2，则

UBG(l1, µP ) = ⌊logmax{µP − 1, 1}⌋+ µP − 1

2⌊log max{µP−1,1}⌋ + 1

= ⌊log(µP − 1)⌋+ µP − 1

2⌊log(µP−1)⌋ + 1

= log(µP − 1) + 1 + 2⟨log(µP−1)⟩ − ⟨log(µP − 1)⟩
(a)

≤ log(µP − 1) + 2,

式中 (a)利用了不等式 2x ≤ x+1（0 ≤ x ≤ 1）。若 µP < 2，则显然 UBG(l1, µP ) = µP。

结合上述两式，从而 (2.1.17) 得证。
定理2.1不仅给出了具有有限均值的任意分布下 Golomb 码平均码字长度的最紧的

上下界，而且还分别给出了 Golomb 码达到最低上下界的参数公式，特别是 (2.1.16)，
它给出了在已知信源均值的条件下 Golomb 码参数的最优选择准则，这对于实际的应
用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从 (2.1.15) 和 (2.1.17) 可以看出，在任意的有限均值分布下，
Golomb 码的最优平均码长大约近似为 logµP，所以 Golomb 码的最优性能几乎完全由
信源的均值决定。

由于实际应用中，Golomb 码常常被用于具有近似递减概率分布的信源，所以我们
进一步分析了其在非递增概率分布下的性能。

定理 2.2 对于一个给定的信源 S，其均值 µP <∞，且其概率分布满足条件

p(1) ≥ p(2) ≥ · · · ≥ p(i) ≥ · · · ,

则对于任意的 l ∈ Z+ 有

LB′
G(l, µP ) ≤ LP (Gl) ≤ UB′

G(l, µP ),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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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B′
G(l, µP ) = ⌈log l⌉+ µP − 1

l
+ 1−W1(l), (2.1.22)

UB′
G(l, µP ) = ⌈log l⌉+ µP − 1

l
+ 1−W2(l), (2.1.23)

并且

W1(l) =


l − 1

2l
, m = 0 (2.1.24a)

m− 1

2l
+ 1, m > 0 (2.1.24b)

W2(l) =


0, m = 0 (2.1.25a)
n

2l
+

m

n+ 1
, 0 < m < l+1

2
(2.1.25b)

1, m ≥ l+1
2

(2.1.25c)
式中

m
△
= 2⌈log l⌉ − l, n

△
=

⌊√
2ml +

1

4
− 1

2

⌋
. (2.1.26)

此外，对于 0 < m < l+1
2
，

n

l
≤ W2(l) <

n+ 1

l
, (2.1.27)

2m− 1 ≤ n ≤ l − 1, (2.1.28)

因此

W1(l)−W2(l) ≤ 1− 3m

2l
. (2.1.29)

证明： 与定理2.1的前段证明类似，我们也有 (2.1.18)，但多了一个约束条件，即
对于任意 j1 < j2， p̃(j1) ≥ p̃(j2)，这是由非递增概率分布条件推出的。

令W1(l)和W2(l)分别为
∑l−1

j=0 p̃(j)w(j, l)的上界与下界，于是有 (2.1.21)、 (2.1.22)
和 (2.1.23)。因此，证明的关键就是计算 W1(l) 与 W2(l)。

为简化证明, 我们定义 p̃(l) = 0，同时注意到对于任意 0 ≤ j1 < j2 ≤ l， p̃(j1) ≥
p̃(j2)，于是我们有

l−1∑
j=0

p̃(j)w(j, l) =
l−1∑
j=0

w(j, l)
l−1∑
k=j

[p̃(k)− p̃(k + 1)]

=
l−1∑
k=0

[p̃(k)− p̃(k + 1)]
k∑
j=0

w(j, l)

=
l−1∑
k=0

p̂(k)ŵ(k, l), (2.1.30)

式中

p̂(k) = (k + 1)[p̃(k)− p̃(k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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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 l) =
1

k + 1

k∑
j=0

w(j, l).

显然，
∑l−1

k=0 p̂(k) = 1。由 (2.1.19)，我们有

ŵ(k, l) =
1

k + 1

k∑
j=0

[
j

l
+ u(2⌈log l⌉ − l − 1− j)

]
=
k

2l
+min{1, 2

⌈log l⌉ − l

k + 1
}

=
k

2l
+min{1, m

k + 1
}.

若 m = 0，则对于 0 ≤ k ≤ l − 1

0 ≤ ŵ(k, l) ≤ l − 1

2l
.

上式结合 (2.1.30) 即可推出 (2.1.24a) 和 (2.1.25a)。
若 m > 0，我们有

1 ≤ ŵ(k, l) ≤ m− 1

2l
+ 1, 当 0 ≤ k ≤ m− 1

与

ŵ(k, l) =
k

2l
+

m

k + 1
, 当 m ≤ k ≤ l − 1.

因为 (
m− 1

2l
+ 1

)
−
(
k

2l
+

m

k + 1

)
= (k −m+ 1)

(
1

k + 1
− 1

2l

)
(a)

≥ 1

l
− 1

2l
> 0,

式中，(a) 利用了不等式 m ≤ k ≤ l − 1，所以 ŵ(k, l) 的最大值是 m−1
2l

+ 1。该式结合

(2.1.30) 即可推出 (2.1.24b).
为了求当 m ≤ k ≤ l − 1 时 ŵ(k, l) 的最小值，我们计算 ŵ(k, l) 关于 k 的差分值。

为简单起见，我们定义 ŵ(l, l) = 1
2
+ m

l+1
。于是当 m ≤ k ≤ l − 1 时，

ŵ(k + 1, l)− ŵ(k, l) =
1

2l
+

m

k + 2
− m

k + 1
=

1

2l
− m

(k + 1)(k + 2)
.

令 ŵ(k + 1, l)− ŵ(k, l) = 0，则得到方程

k2 + 3k + 2− 2ml = 0.

方程的根为

k = ±
√

2ml +
1

4
− 3

2
.

因为 k 必须是正的，所以我们仅考虑正根并记为 k0。注意到当 m ≤ k ≤ k0 时，

ŵ(k + 1, l) − ŵ(k, l) ≤ 0，而当 k > k0 时 ŵ(k + 1, l) − ŵ(k, l) > 0。所以，最小值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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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ŵ(k + 1, l)− ŵ(k, l) > 0 的最小整数上，即 n = ⌊k0⌋+ 1（定义式 (2.1.26)），并且
n 必须满足条件 m ≤ n ≤ l − 1。

若 0 < m < l+1
2
，则

n ≥

⌊√
2m(2m− 1) +

1

4
− 1

2

⌋
= 2m− 1

且

n <

⌊√
l(l + 1) +

1

4
− 1

2

⌋
= l,

于是 (2.1.28) 得证。因此，如果 0 < m < l+1
2
，那么 ŵ(k, l) 在 m ≤ k ≤ l − 1 上的最小

值是

ŵ(n, l) =
n

2l
+

m

n+ 1
.

由 n 的特性，我们有

ŵ(n+ 1, l)− ŵ(n, l) =
1

2l
− m

(n+ 1)(n+ 2)
> 0,

ŵ(n, l)− ŵ(n− 1, l) =
1

2l
− m

n(n+ 1)
≤ 0.

即
n

2l
≤ m

n+ 1
<
n+ 2

2l
,

因此
n

l
≤ ŵ(n, l) <

n+ 1

l
≤ 1.

该式结合 (2.1.30) 即可推出 (2.1.25b) 和 (2.1.27)。并且可以进一步得到

W1(l)−W2(l)
(a)
=
m− 1

2l
+ 1− n

2l
− m

n+ 1
(b)

≤ 1 +
m− (2m− 1)− 1

2l
− m

l

= 1− 3m

2l
,

式中 (a) 利用了 (2.1.24b) 和 (2.1.25b)，(b) 利用了 (2.1.28)，于是 (2.1.29) 得证。
若 m ≥ l+1

2
，则 n ≥ l，因此 ŵ(k, l) 在 m ≤ k ≤ l − 1 上的最小值是

ŵ(l − 1, l) =
l − 1

2l
+
m

l
≥ l − 1

2l
+
l + 1

2l
= 1.

因此 ŵ(k, l)（0 ≤ k ≤ l − 1）的最小值是 min{1, ŵ(l − 1, l)} = 1，从而推出 (2.1.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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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2.2给出的上下界都是充分紧的，但要使这些结果具有实用价值，还必须找出
使其上界 UB′

G(l, µP ) 最小的最优参数，这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要得到精确的最优参

数公式。所以，我们首先直接计算均值 µP ∈ [1, 129) 的最优参数（见表2.1）。通过线
性回归的方法，我们还对这些最优参数达到的最小上界作了估计，得到如下估计公式

logµP + 1.507. (2.1.31)

图2.1绘出了最小上界与估计公式 (2.1.31) 的差值曲线。可以看出，当 µP 较大时，估

计公式还是非常精确的。

表 2.1: 非递增概率分布下 µP ∈ [1, 129] 的最优参数

µP 最优 l µP 最优 l

[1.00, 3.00) 1 [45.31, 45.95) 26
[3.00, 6.00) 3 [45.95, 66.55) 43
[6:00, 9.00) 5 [66.55, 68.80) 44
[9.00, 11.88) 6 [68.80, 71.49) 45
[11.88, 18.70) 11 [71.49, 74.32) 46
[18.70, 21.90) 12 [74.32, 77.26) 47
[21.90, 22.88) 13 [77.26, 80.50) 48
[22.88, 33.00) 21 [80.50, 84.08) 49
[33.00, 35.25) 22 [84.08, 88.03) 50
[35.25, 38.10) 23 [88.03, 90.79) 51
[38.10, 41.45) 24 [90.79, 129.00) 85
[41.45, 45.31) 25

对于许多应用而言，采用类似于表2.1的查找表就已经足够了。但我们还是期望能
找到一个简单的参数公式，且具有接近于最优参数的性能，因此接下来，我们将进一

步分析上界函数 (2.1.23) 的性质。

推论 2.1 在定理2.2的相同条件下，由 (2.1.23) 定义的上界 UB′
G(l, µP ) 在 2k ≤ l ≤

2k + c(k) 上是单调递减的，式中 k 是一个任意的非负整数，而 c(k) 由下式定义。

c(k) =

⌊
2k − 1

3

⌋
. (2.1.32)

证明： 由定理2.2知，对于 2k ≤ l ≤ 2k + c(k)

UB′
G(l, µP ) = k +

µP − 1

l
+ 1,

因为当 2k < l ≤ 2k + c(k) 时，根据 (2.1.32) 有

m = 2k+1 − l ≥ 2k − c(k) ≥ 2k + c(k) + 1

2
≥ l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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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非递增概率分布下最小上界与估计公式的差值曲线（µP ∈ [1, 131)）

因此由 (2.1.25c) 推出 W2(l) = 1。于是显然， UB′
G(l, µP ) 在 2k ≤ l ≤ 2k + c(k) 上是单

调递减的。

定义序列 dk = 2k + c(k)（k ∈ N）。该序列的前几项如下： d0 = 1, d1 = 2, d2 = 5,
d3 = 10, d4 = 21, d5 = 42, d6 = 85, . . .。根据推论2.1，该序列在正整数的一个子集上是
不错的，即具有较低的上界，而且我们注意到表2.1中的最优参数其实都是在这个序列
中某一项的附近取值，所以我们转而考虑该序列下的最优参数问题。如此，问题得到

了极大的简化，而最终的性能又接近于原问题的目标。

推论 2.2 定义序列 {dk}k∈N
dk = 2k + c(k), (2.1.33)

式中 c(k) 由 (2.1.32) 定义。于是，在定理2.2 的相同条件下，满足条件

dk > (µP − 1)(1− dk
dk+1

) (2.1.34)

的第一项 dk 就是序列 {dk}k∈Z 中使上界 UB′
G(l, µP ) 最小的那一项，且

lim
k→∞

(µP − 1)(1− dk
dk+1

) =
µP − 1

2
. (2.1.35)

证明： 由推论2.1的证明知，

UB′
G(dk, µP ) = k +

µP − 1

dk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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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计算差值 UB′
G(dk+1, µP )− UB′

G(dk, µP )，结果为

UB′
G(dk+1, µP )− UB′

G(dk, µP )

= 1 +
µP − 1

dk+1

− µP − 1

dk

= 1 +
µP − 1

dk
(
dk
dk+1

− 1).

显然，最优参数就是满足 UB′
G(dk+1, µP )− UB′

G(dk, µP ) > 0 的第一项 dk，于是我们得

到条件 (2.1.34)。最后，很容易验证对于所有整数 k，

2

5
≤ dk
dk+1

≤ 1

2
,

且

lim
k→∞

dk
dk+1

=
1

2
,

从而推出 (2.1.35)。
为便于和最优参数（表2.1）作一个对比，我们将由公式 (2.1.34) 计算出的参数列

于表2.2。 通过计算表明，当 µP 较大时，式 (2.1.34) 给出的参数达到的上界非常接近

表 2.2: 根据式 (2.1.34) 计算的参数（µP ∈ [1, 171)）

µP Optimal l µP Optimal l

[1.00, 3.00) 1 [20.09, 43.00) 21
[3.00, 4.33) 2 [43.00, 84.02) 42
[4.33, 11.00) 5 [84.02, 171.00) 85
[11.00, 20.09) 10

于由最优参数达到的最小上界，但当 µP 较小时，如 µP ∈ [3, 6)，其上界就相对较高。

所以. 我们考虑采用混合方案，即对于 µP ≥ 6 采用准则 (2.1.34)，而对于 µP < 6 采用

查找表（表 2.1）。 图2.2给出了混合方案与最优方案的性能上界差曲线，作为对比，也
同时给出了针对任意分布的准则 (2.1.16) 和最优方案的性能上界差。从图中可以看出，
混合方案与最优方案的最大上界差大约仅为 0.093 比特（µP ≈ 20 处），这说明混合方

案的性能是十分不错的。

以上，我们对 Golomb 码在任意概率分布以及任意非递增概率分布下的性能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其中由 (2.1.16)、表2.1和 (2.1.34) 给出的参数选择准则对于实际的压缩
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由 [62] 的 Lemma 1 知道，Golomb 码并不是通用码，
所以在下文中，我们将以 Golomb 码为基础构造一类带参数的通用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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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非递增概率分布下混合方案与最优方案的性能上界差（µP ∈ [1, 131)）

2.1.4 扩展的 γ 码及其在任意分布下的性能分析

Elias γ 码是 Elias 在文献 [32] 中提出的一类通用码，本节将以 Golomb 码为基础
推广 Elias γ 码。正如第2.1.2节中 (2.1.7) 所述， γ 码的一个变种为

γ(i) = (Λ(i))1[i]2.

可以注意到， γ 码的一个特点就是其码字中包含着一个一元码，即参数为 1的 Golomb
码，所以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将参数为 1的 Golomb码替换为参数为 l 的 Golomb码，于
是我们有以下扩展的 γ 码：

Γl =
{
γl(i)

∣∣γl(i) = gl(Λ(i))[i]2, i ∈ Z+
}
. (2.1.36)

例如，当 l = 3 时，整数 15 和 16 的编码分别为

γ3(15) = g3(Λ(15))[15]2 = g3(4) 111 = 10 0 111

和

γ3(16) = g3(Λ(16))[16]2 = g3(5) 0000 = 10 10 0000.

扩展 γ 码的一个子类（即 l 取值为 2 的幂次）在文献 [5] 中从其他角度被提出过。
我们首先分析扩展 γ 码在任意分布下的性能，于是有如下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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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2.3 对于一个给定的信源 S，定义其取整对数均值为

νP
△
= EP [λ(i)] =

∑
i∈Z+

p(i) ⌊log i⌋, (2.1.37)

并且 νP <∞，则对于任意的 l ∈ Z+ 有

LBΓ(l, νP ) ≤ LP (Γl) ≤ UBΓ(l, νP ), (2.1.38)

式中

LBΓ(l, νP ) = (1 +
1

l
)νP + ⌈log l⌉ − 2⌈log l⌉ − 1

l
+ 1, (2.1.39)

UBΓ(l, νP ) = (1 +
1

l
)νP + ⌈log l⌉ − 2⌈log l⌉

l
+ 2. (2.1.40)

下界 LBΓ(l, νP ) 在

l′0 = 2⌊log (νP+1)⌋ (2.1.41)

处取到最小值，所以对于所有的 l ∈ Z+，

LP (Γl) ≥ LBΓ(l
′
0, νP ) ≥ νP + log (νP + 1) + log

(
e

log e

)
. (2.1.42)

上界 UBΓ(l, νP ) 在

l′1 = 2⌊log max{νP ,1}⌋ (2.1.43)

处取到最小值，且当 l = l′1 时，

UBΓ(l
′
1, νP ) ≤ νP + logmax{νP , 1}+min{νP + 1, 2}. (2.1.44)

证明： 由扩展 γ 码的定义式 (2.1.36) 可以计算得到其码字长度为 |γl(i)| =

|gl(Λ(i))|+ λ(i)，所以根据 (2.1.1)，参数为 l 的扩展 γ 码的平均码长为

LP (Γl) =
∑
i∈Z+

p(i) [|gl(Λ(i))|+ λ(i)]
(a)
= νP+

∑
j∈Z+

∑
Λ(i)=j,
i∈Z+

p(i)|gl(j)| = νP+LP ′(Gl) (2.1.45)

式中概率分布 P ′ 定义为

p′(j) =
∑

Λ(i)=j, i∈Z+

p(i),

而步骤 (a) 利用了式 (2.1.37) 以及求和式的恒等变换。又因为

µP ′ =
∑
j∈Z+

jp′(j) =
∑
i∈Z+

p(i)Λ(i)
(a)
= νP + 1 (2.1.46)

式中 (a) 利用了定义式 (2.1.4) 和 (2.1.37)，所以，结合 (2.1.45)， (2.1.46) 和定理2.1的
结论，就可以依次推出 (2.1.38) ～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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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如果信源 S ∈ SNI，我们有以下的推论。

推论 2.3 如果 S ∈ SNI，那么对于任意的 l ∈ N+ 有

LP (Γl) ≤ (1 +
1

l
)H(P ) + ⌈log l⌉ − 2⌈log l⌉

l
+ 2 (2.1.47)

而且

LP (Γl′1) ≤ H(P ) + logmax{H(P ), 1}+ 2 (2.1.48)

式中 l′1 由式 (2.1.43) 定义。

证明： 因为 S ∈ SNI，所以由文献 [102] 的 Wyner 不等式知，

νP = EP [λ(i)] ≤ EP [log i] ≤ H(P ) (2.1.49)

由式 (2.1.40)，式 (2.1.44) 和式 (2.1.49) 便可分别推出式 (2.1.47) 和式 (2.1.48)。
根据式 (2.1.2) 和式 (2.1.47) 可以知道扩展 γ 码是一类通用码，当 H(P ) 趋向于无

穷时，其平均码长大约为 (1 + 1/l)H(P )，因为 l ≥ 1，所以其系数可以随 l 在 1 到 2
之间变动。具有类似性质的带参数码有文献 [6] 提出的基于斐波那契（Fibonacci）计数
系统的编码方案，以及文献 [100] 和 [105] 提出的基于 Flag 策略的两类编码方案。但是
斐波那契码的编解码算法较复杂，而基于 Flag 策略的码字长度并不是单调不增的，所
以相比这三类方案，虽然扩展 γ 码不具有自同步的鲁棒（Robust）码特性，但对于一
般的数据压缩应用却是首选的方案。

2.1.5 最大熵码

从通用信源编码理论的观点来看，在我们关于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的性能分析

中，以期望值 µP 或者 νP 而不是熵来推导其编码性能的上下限是不寻常的。为了解释

这一现象，我们考虑以下问题。

假设有一类定义在参数空间 Θ 上的信源 SΘ = {Sθ : Sθ = (Z+, Pθ), θ ∈ Θ}，且
supθ∈ΘH(Pθ) 有界。现在，我们要找出这类信源上的最优编码。不同于经典的通用信

源编码理论，我们使用平均码字长度而不是平均冗余作为最优准则。因此最好的码

Copt 就是使

SL(C,SΘ)
△
= sup

θ∈Θ
LPθ

(C)

值最小的码 C。因此，对于所有的 Sθ ∈ SΘ,

LPθ
(Copt) ≤ SL(Copt,SΘ). (2.1.50)

所以，SL(Copt,SΘ) ≥ supθ∈ΘH(Pθ)，即一个码本能达到的最好性能就是 supθ∈ΘH(Pθ)。

因此，我们定义一个码本 C 为最大熵码，如果它满足

SL(C,SΘ) ≤ sup
θ∈Θ

H(Pθ) + 1.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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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熵码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等长度码，它对于所有满足 P (i) = 0（i > M）的信源构

成的信源类就是一个最大熵码。因为，对于所有的 θ ∈ Θ，我们有

LPθ
(C) = ⌈logM⌉ < logM + 1 = sup

θ∈Θ
H(Pθ) + 1.

那么，对于一个信源类，其最大熵码是否存在，又有什么特征呢？关于具有线性

约束的信源类，我们有以下定理。

引理 2.1 假设有一信源类 SM 满足

EP [Mk(i)] = αk, k = 1, 2, . . . , n (n ≥ 1), (2.1.52)

式中 Mk(i)（1 ≤ k ≤ n）为正整数集合到实数集合的映射，且 αk （1 ≤ k ≤ n）为实

数。如果存在一个信源 S∗，其概率分布 P ∗ 定义为

p∗(i) = 2β0+
∑n

k=1 βkMk(i), (2.1.53)

且满足条件 (2.1.52) 和
∑

i∈Z+ p∗(i) = 1，那么 S∗ = (Z+, P ∗) 就是 SM 的信源中使熵

H(P) 最大化的信源，且对于所有信源 S = (Z+, P ) ∈ SM,

H(P ) +D(P∥P ∗) = H(P ∗) = sup
S∈SM

H(P ), (2.1.54)

式中 D(·∥·) 为散度（Divergence）。

证明： 由熵和散度的定义，我们有

H(P ) +D(P∥P ∗) = −
∑
i∈Z+

p(i) log p∗(i) (a)
= −β0 −

n∑
k=1

βkαk
△
= H0,

式中 (a) 利用了条件 (2.1.52) 和 (2.1.53)。因为， D(P∥P ∗) ≥ 0，当且仅当 P = P ∗ 时

取等号，所以，对于所有信源 S = (Z+, P ) ∈ SM，

H(P ) ≤ H0,

当且仅当 P = P ∗ 时取等号，即 H0 = H(P ∗)。

引理2.1本质上是 [24] 中定理 11.1.1 的离散化版本。由引理2.1，我们立刻推出最大
熵码的存在性定理。

定理 2.4 对于一个满足条件 (2.1.52) 的信源类 SM，如果存在一个信源 S∗ ∈ SM，其

概率分布 P ∗ 由 (2.1.53) 定义，令 C∗ = {c∗i ∈ B∗ : i ∈ Z+} 为概率分布 P ∗ 下的前缀

Shannon 码，其码字长度定义为

|c∗i | = ⌈− log p∗(i)⌉ .

于是，对于所有信源 S = (Z+, P ) ∈ SM，我们有

sup
S∈SM

H(P ) ≤ LP (C∗) < sup
S∈SM

H(P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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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显然，由码字长度的定义可以推出

− log p∗(i) ≤ |c∗i | < − log p∗(i) + 1,

代入平均码字长度的定义式，并利用恒等式 (2.1.54)，即可得证。
应用引理2.1的思想，我们可以证明 Golomb 码和扩展 Gamma 码都是某类信源下

的最大熵码。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证明两个关于最大熵的引理。

引理 2.2 ([24], Lemma 12.10.2) 定义信源类 Sµ0 为满足 EP [i] = µ0 的所有信源 S，

则

sup
S∈Sµ0

H(P ) = H(P ∗
µ0
) = µ0 logµ0 − (µ0 − 1) log(µ0 − 1), 1 (2.1.55)

式中信源 S∗
µ0

= (Z+, P ∗
µ0
) 定义为

p∗µ0(i) = (1− θ0)θ
i−1
0 , (2.1.56)

其中

θ0 =
µ0 − 1

µ0

. (2.1.57)

证明： 根据引理2.1中的 (2.1.53)，我们定义信源 S∗
µ0
的概率分布为

p∗µ0(i) = 2β0+β1i,

令 θ0 = 2β1，并结合条件
∑

i∈Z+ p∗µ0(i) = 1，上式可以化为

p∗µ0(i) = (1− θ0)θ
i−1
0 .

因而其均值为

EP ∗
µ0
[i] =

1

1− θ0
,

结合条件 EP [i] = µ0，即可推出 (2.1.57)。最后，我们来验证 (2.1.55)。

H(P ∗
µ0
) = −EP ∗

µ0
[log p∗µ0(i)]

= −EP ∗
µ0
[log(1− θ0) + (i− 1) log θ0]

(a)
= logµ0 − (µ0 − 1) log µ0 − 1

µ0

= µ0 logµ0 − (µ0 − 1) log(µ0 − 1),

式中 (a) 利用了等式 (2.1.57)。
1[24] 中的结果与本文略有出入，它是错的，根据其结果，其概率分布应该定义在非负整数上，而不是正整数。



2.1 整数的通用编码 23

引理 2.3 定义信源类 Sν0 为满足 EP [⌊log i⌋] = ν0 的所有信源 S，则

sup
S∈Sν0

H(P ) = H(P ∗
ν0
) = ν0 + (ν0 + 1) log(ν0 + 1)− ν0 log ν0, (2.1.58)

式中信源 S∗
ν0

= (Z+, P ∗
ν0
) 定义为

p∗ν0(i) = (1− 2ι1)ι
⌊log i⌋
1 , (2.1.59)

其中

ι1 =
ν0

2(ν0 + 1)
. (2.1.60)

证明： 根据引理2.1中的 (2.1.53)，我们定义信源 S∗
ν0
的概率分布为

p∗ν0(i) = 2β0+β1⌊log i⌋ = ι0ι
⌊log i⌋
1 ,

式中 ι0 = 2β0， ι1 = 2β1。为消去未知数 ι0，考虑概率归一化条件∑
i∈Z+

ι0ι
⌊log i⌋
1 = 1.

然后对上式左边进行变形。∑
i∈Z+

ι0ι
⌊log i⌋
1 = ι0

∑
j∈N

∑
⌊log i⌋=j,
i∈Z+

ι
⌊log i⌋
1

= ι0
∑
j∈N

(2ι1)
j

=
ι0

1− 2ι1
.

因此 ι0 = 1− 2ι1，即 p∗ν0(i) = (1− 2ι1)ι
⌊log i⌋
1 。接下来，我们计算 EP ∗

ν0
[⌊log i⌋]。∑

i∈Z+

p∗ν0(i) ⌊log i⌋ = (1− 2ι1)
∑
i∈Z+

ι
⌊log i⌋
1 ⌊log i⌋

= (1− 2ι1)
∑
j∈N

∑
⌊log i⌋=j,
i∈Z+

ι
⌊log i⌋
1 ⌊log i⌋

= (1− 2ι1)
∑
j∈N

j(2ι1)
j

=
2ι1

1− 2ι1
.

因此由方程
2ι1

1− 2ι1
= 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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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求出 (2.1.60)。最后，我们来验证 (2.1.55)。

H(P ∗
ν0
) = −EP ∗

ν0
[log p∗ν0(i)]

= −EP ∗
ν0
[log(1− 2ι1) + ⌊log i⌋ log ι1]

(a)
= log(ν0 + 1)− ν0 log

ν0
2(ν0 + 1)

= ν0 + (ν0 + 1) log(ν0 + 1)− ν0 log ν0,

式中 (a) 利用了等式 (2.1.60)。
依靠上述两个引理，我们将证明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分别是信源类 Sµ0 和 Sν0

上的最大熵码。

定理 2.5 对于所有的信源 S ∈ Sµ0，

LP (Gl1) ≤ sup
S∈Sµ0

H(P ) + 1, (2.1.61)

式中 l1 由 (2.1.16) 定义。

证明： 若 1 ≤ µ0 < 2，则由 (2.1.17) 有

LP (Gl1) ≤ µ0

(a)

≤ logµ0 + 1
(b)

≤ logµ0 + (µ0 − 1) log µ0

µ0 − 1
+ 1

(c)
= sup

S∈Sµ0

H(P ) + 1,

式中 (a) 利用了函数 logµ0 的凹函数特性和 Jensen 不等式，(b) 利用了函数 (µ0 −
1) log[µ0/(µ0 − 1)] 当 µ0 ≥ 1 时的非负特性，(c) 利用了引理2.2。
若 µ0 ≥ 2，则由 (2.1.17) 有

LP (Gl1) ≤ log(µ0 − 1) + 2

< logµ0 + 2
(a)

≤ logµ0 + (µ0 − 1) log µ0

µ0 − 1
+ 1

(b)
= sup

S∈Sµ0

H(P ) + 1,

式中 (a) 利用了函数 (µ0 − 1) log[µ0/(µ0 − 1)] 当 µ0 ≥ 2 时单调递增的特性。(b) 利用了
引理 2.2。

定理 2.6 对于所有的信源 S ∈ Sν0，

LP (Γl′1) ≤ sup
S∈Sν0

H(P ) + 1, (2.1.62)

式中 l′1 由 (2.1.43)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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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若 0 ≤ ν0 < 1，则由 (2.1.44) 有

LP (Γl′1) ≤ 2ν0 + 1
(a)

≤ ν0 + log(ν0 + 1) + 1
(b)

≤ ν0 + log(µ0 + 1) + ν0 log
ν0 + 1

ν0
+ 1

(c)
= sup

S∈Sν0

H(P ) + 1,

式中 (a) 利用了函数 log(ν0 + 1) 的凹函数特性和 Jensen 不等式，(b) 利用了函数
ν0 log[(ν0 + 1)/ν0] 当 ν0 ≥ 0 时的非负特性，(c) 利用了引理2.3。

若 ν0 ≥ 1，则由 (2.1.44) 有

LP (Γl′1) ≤ ν0 + log ν0 + 2

< ν0 + log(ν0 + 1) + 2
(a)

≤ ν0 + log(ν0 + 1) + ν0 log
ν0 + 1

ν0
+ 1

(b)
= sup

S∈Sµ0

H(P ) + 1,

式中 (a) 利用了函数 ν0 log[(ν0 + 1)/ν0] 当 ν0 ≥ 1 时单调递增的特性。(b) 利用了引理
2.3。

2.1.6 一个低复杂性的通用数据压缩框架

我们以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为基础，给出一个低复杂性的基于整数编码的通用

数据压缩框架，这是一个两阶段的框架系统（如图2.3）。 首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预处理 Golomb码扩展γ码（整数编码）输入 输出
图 2.3: 基于整数编码的通用数据压缩框架

其目的就是将不同的数据类型都变换为一个以正整数为字符集而概率分布为近似递减

的信源。因此，对于不同的数据类型会采用不同的预处理技术，如声音、图形等的连

续信号数据，可以采用预测技术将信号变换为误差信号，再通过由整数到正整数的一

个变换，就可以得到概率分布近似递减的信源（如文献 [101]），又如一般的文本数据，
可以采用 Burrows-Wheeler 变换（BWT）[16] 和 Move-to-Front（MTF）变换 [12] 对数

据进行处理，也可以得到概率分布近似递减的信源。然后，将预处理后的数据编码为

Golomb 码或扩展 γ 码，其参数的选择由 µP 或 νP 来确定。在具体实现中，这两个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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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可以用逐个样本的自适应模式去估计，也可以用逐块样本的非自适应模式去计算，

然后将参数写在每块数据的头部。

我们以此框架为基础，通过在预处理阶段采用 MTF 变换，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通
用数据压缩样例系统，以此说明 Golomb 码和 γ 码的实际应用价值。关于 MTF 变换
的原理与细节见第 2.3.3节，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自适应的方式对各字符进行重新排列，
使高概率字符趋向于排在低概率字符的前面，然后输出重新排列后的列表索引。文献

[12, 76] 中的理论分析表明 MTF 配合渐近最优的整数编码，同时结合字符扩展技术，
可以达到渐近于信源熵率的性能。

我们首先测试了非自适应方式下 Golomb 码和 γ 码的性能。对于 MTF 变换后的
数据，我们计算其全局的 µP 或 νP，然后根据 (2.1.16) 或 (2.1.43) 确定最优的编码参
数，并将参数值以参数为 1 的 Golomb 码编码在文件头部（因为这个参数只占用了几
个比特，所以在下文的实验数据中忽略不计），最后用选择的参数对数据进行 Golomb
编码或扩展 γ 编码。我们对 Calgary Corpus 数据测试集进行了实验，表2.3 和表2.4分
别列出了各个文件的一阶熵、 µP、 νP、最优参数、性能上下界、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的实际平均码长等。 从表2.3和表2.4 可以看到，Golomb 码的平均性能只比一阶熵

表 2.3: 采用 Golomb 码方案的压缩结果（码长单位：bits/symbol）
文件 一阶熵 µP 最优参数 性能下界 性能上界 实际平均码长

bib 5.201 19.797 16 5.237 6.175 5.739
book1 4.527 12.715 8 4.589 5.464 5.038
book2 4.793 13.193 8 4.649 5.524 5.098
geo 5.646 47.796 32 6.494 7.462 7.168
news 5.190 17.011 16 5.063 6.001 5.606
obj1 5.948 33.996 32 6.062 7.031 6.720
obj2 6.260 29.585 16 5.849 6.787 6.360
paper1 4.983 14.797 8 4.850 5.725 5.303
paper2 4.601 12.998 8 4.625 5.500 5.071
pic 1.210 3.163 2 2.582 3.082 3.042
progc 5.199 17.392 16 5.087 6.025 5.636
progl 4.770 12.242 8 4.530 5.405 5.040
progp 4.869 14.614 8 4.827 5.702 5.329
trans 5.533 17.387 16 5.087 6.024 5.630
平均 4.909 4.966 5.850 5.484

高了 11.7%，而扩展 γ 码的性能要差一些，比一阶熵高 22.9%，主要原因是测试数据
MTF 变换后的概率分布并非严格递减的，特别是取值为 1 的概率几乎为 0（除了文
件 pic，其他文件较少存在长串的相同字符），同时 νP 也不够大，无法体现扩展 γ 码

的渐近最优的性能。相比算术编码和自适应霍夫曼编码的复杂性，显然，Golomb 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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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采用扩展 γ 码方案的压缩结果（码长单位：bits/symbol）
文件 一阶熵 νP 最优参数 性能下界 性能上界 实际平均码长

bib 5.201 3.328 2 6.492 6.992 6.701
book1 4.527 2.853 2 5.780 6.280 6.056
book2 4.793 2.874 2 5.811 6.311 6.074
geo 5.646 3.697 2 7.046 7.546 7.384
news 5.190 3.040 2 6.060 6.560 6.335
obj1 5.948 3.101 2 6.152 6.652 6.430
obj2 6.260 3.567 2 6.851 7.351 7.103
paper1 4.983 2.973 2 5.960 6.460 6.221
paper2 4.601 2.880 2 5.820 6.320 6.090
pic 1.210 0.429 1 1.858 1.858 1.857
progc 5.199 3.051 2 6.077 6.577 6.353
progl 4.770 2.582 2 5.373 5.873 5.667
progp 4.869 2.745 2 5.618 6.118 5.915
trans 5.533 3.004 2 6.006 6.506 6.262

扩展 γ 码在对于实时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应用中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力。进一步，如果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以自适应的方式工作，那么压缩性能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压缩结

果见表2.5。
如果结合 BWT 技术，压缩的性能还可以大幅度提升，关于具体的算法设计将在

下文中介绍。

2.2 一组整数的实用编码技术

整数编码非常适合于某些具有低复杂性要求且字符集庞大的数据压缩应用。因为

在实际中，当信源字符集非常大或者字符集大小无法设置上界时，对于使用霍夫曼编

码或算术编码的压缩系统，其复杂性很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但如果使用整数编码，整

个系统的算法复杂性会非常低。当然，相应的代价是其编码效率与熵最优编码器相比

会有一定的损失，尤其是在一些应用中，由于整数序列的熵并不是很高，许多渐近最

优的整数码的实际性能反而很差。这一问题在第2.1.4节中得到了一定的解决，我们的
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类带有参数的扩展 γ 码，这些扩展 γ 码都是通用码，而且通过观

察信源统计量 νP（定义 (2.1.37)）选择合适的参数，可以达到目前各类整数码中最好
的渐近性能。然而有些时候，数据压缩算法生成的整数序列可能具有接近于零的熵，

而整数码都是前缀码，即每个整数至少需要一个比特的字长，因此对于接近于零熵值

的整数序列无法进行有效的编码。要克服整数码的缺点，就必须考虑一组整数而不是

单个整数的编码问题。目前，该问题的研究还较少，仅有理论方面的一点工作 [4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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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自适应方式下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方案的压缩结果

文件 一阶熵 Golomb 码平均码长 扩展 γ 码平均码长

bib 5.201 5.733 6.589
book1 4.527 5.000 5.853
book2 4.793 5.061 5.912
geo 5.646 7.148 6.533
news 5.190 5.438 6.173
obj1 5.948 6.082 6.122
obj2 6.260 6.284 6.842
paper1 4.983 5.250 6.067
paper2 4.601 5.030 5.931
pic 1.210 2.170 1.746
progc 5.199 5.545 6.205
progl 4.770 4.972 5.534
progp 4.869 5.261 5.740
trans 5.533 5.498 6.183
平均 4.909 5.319 5.816

所以，有必要考虑一组整数的实用编码问题。

2.2.1 二进制序列的编码

文献 [40] 对一组整数的编码作了理论上的探讨，虽然没有给出实际可行的算法，
但其中从整数序列中分离出二进制序列进行编码的思想对笔者颇有启发，因此本节将

首先考虑一个二进制序列的编码问题。

设一个长度为 n 的二进制序列 αn = α1α2 · · ·αn，首先考虑将其转换为一个正整数
序列。定义变换 BTNn : Bn → (B,Z+∗

) 为 αn 7→ (b, β)，具体算法如下。

首先统计二进制序列 αn 中的 0 和 1 的个数，设 0 的个数为 n0， 1 的个数为 n1，

显然 n0 + n1 = n。于是定义

b = u(n1 − n0), (2.2.1)

然后对二进制序列作一个一元码的解码处理。在解码前，如果 b = 0，那么首先对二进

制序列作一个求反运算，然后为保证二进制序列为有效的一元码级联，检查二进制序

列最后一个字符是否为 0，如果不为 0，就在末尾添加一个字符 0。于是，

β = U−1(α′) (2.2.2)

其中， U 为一元码的编码函数，即定义为 U(β) = (β1)1(β2)1 · · · (β|β|)1，而 U−1 为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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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即一元码的解码函数，而 α′ 定义为

α′ =



αn b = 0, αn = 1 (2.2.3a)

αn0 b = 0, αn = 0 (2.2.3b)

αn b = 1, αn = 0 (2.2.3c)

αn0 b = 1, αn = 1 (2.2.3d)

可以注意到正整数序列的长度 |β| 与总和 sβ 分别为

|β| = nb + b⊕ αn, (2.2.4)

sβ = nb + |β| = n+ b⊕ αn, (2.2.5)

式中， ⊕ 表示异或运算。相应地，逆变换 BTN−1
n : (B,Z+∗

) → Bn 可以定义为

BTN−1
n (b, β) =

{
(U(β))n1 , b = 0 (2.2.6a)

(U(β))n1 , b = 1 (2.2.6b)

显然在直观上，当二进制序列具有很多的 0 或 1 时，通过 BTNn 变换就可以将一
个很长的二进制序列转换为长度相对要短很多的正整数序列，接下来就是如何对这个

正整数序列进行有效编码的问题。如果假设二进制序列满足独立同分布的条件，那么

其变换后的正整数序列遵循单边几何分布（one-sided geometric distributions，OSGDs）
的规律，由文献 [45, 48] 知带参数的 Golomb 码是单边几何分布下最优的编码方案，所
以考虑采用 Golomb 码（参见第 2.1.3节）。当然，文献 [45] 中的最优参数准则过于复
杂，故考虑采用定理2.1 中的最优准则 (2.1.16)。由于 (2.1.16) 给出的最优值都是 2 的

次幂，所以实际使用的 Golomb码只是其中一个子类的码，称为 Rice码 [82]。记参数为

k ∈ N 的 Rice 码为

Rk = {rk(i) : rk(i) =
(⌊

i− 1

2k

⌋
+ 1

)
1

B2k((i− 1) mod 2k), i ∈ Z+}, (2.2.7)

其最优参数准则为

k1 = ⌊logmax{µP − 1, 1}⌋ . (2.2.8)

最优准则看似复杂，其实可以用非常简单的移位运算来完成。定义函数 FloorLog :

(N,Z+) → N 为
FloorLog(s, n) =

⌊
logmax{ s

n
, 1}
⌋

(2.2.9)

其 C++ 代码为

int FloorLog(int s, int n)
{

for (int k = 0; (n << (k + 1)) <= s; k++) ;
return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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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继续考虑正整数序列的编码问题。由 (2.2.4) 和 (2.2.5) 知，其最优参数为

kβ = FloorLog(sβ − |β|, |β|) = FloorLog(nb, nb + b⊕ αn). (2.2.10)

注意若 kβ = 0，则相当于将正整数序列 β 再进行一次一元码的编码，又将序列变换为

原始的序列，所以当 kβ = 0 时，可以直接输出原二进制序列。因此最终的输出编码

为：

BTBn(αn) =
{
(kβ + 1)1α

n, kβ = 0 (2.2.11a)

(kβ + 1)1NTBkβ(BTNn(αn)), kβ > 0 (2.2.11b)

式中，函数 NTBk : (B,Z+∗
) → B∗ 定义为

NTBk(b, β) = brk(β1)rk(β2) · · · rk(β|β|). (2.2.12)

我们举一个实例来说明编码的具体过程。设序列

αn = 00010 00000 10000 00010,

所以，序列长度 n = 20，序列中 0 和 1 的个数分别为

n0 = 17, n1 = 3.

于是编码过程如下。首先，由 (2.2.1) 知

b = u(n1 − n0) = u(−14) = 0,

接着，由 (2.2.3) 有
α′ = αn0 = 11101 11111 01111 11101 0,

所以，由 (2.2.2) 有

β = U−1(α′) = U−1(1110 1111110 11111110 10) = 4 7 8 2,

并且

sβ = 21, |β| = 4.

然后根据 (2.2.8) 计算 Rice 码的参数

kβ =

⌊
logmax{21

4
− 1, 1}

⌋
= 2.

最后，根据 (2.2.11)，我们有

BTBn(αn) = (2 + 1)1 0 r2(4)r2(7)r2(8)r2(2) = 110 0 011 1010 1011 001.

可以注意到，输出码字的头 4 个比特是表征参数 kβ 和 b 的，当序列较短时，这是一笔

不小的开销，但当序列较长时，这一开销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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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一组整数的编码

在二进制序列编码算法的基础上，就可以开始考虑一组整数的编码问题。

第2.1.3节和第2.1.4节分别给出了任意分布下的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的最优参数

准则，本节将在这两类整数码的基础上给出一组整数的四个实用编码算法。设一个 n

长的正整数序列为 xn = x1x2 · · ·xn，则一组整数的编码就是一个从 Z+n 到 B∗ 的映射，

于是本节的四种编码分别记为函数 BRn、 BREn、 BGn 和 BGEn。

BRn 码

BRn 码本质上是由 Rice 码演化而来的。首先，考虑一个 n 长正整数序列的 Rice
编码。与上节类似，其编码为

(k + 1)1rk(x1)rk(x2) · · · rk(xn), (2.2.13)

式中参数 k 由 (2.2.8) 给出。根据 Rice 码的定义，每个 Rice 码包括一个一元码和一个
分组码，可以考虑将这些码作一个置换，将所有的一元码放在一块，而后将所有的分

组码也放在一块，于是 (2.2.13) 中的码字就变换为

(k + 1)1(y1)1(y2)1 · · · (yn)1B2k(z1)B2k(z2) · · ·B2k(zn), (2.2.14)

式中

yi =

⌊
xi − 1

2k

⌋
+ 1, zi = (xi − 1) mod 2k. (2.2.15)

由于只是码字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所以整个码字长度并没有改变。可以注意到当一个

整数序列的熵非常低，或者由于概率分布的形状非常特别而导致参数 k 的估计过小或
过大，一元码部分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冗余，即 yi 频繁地为 1 或频繁地大于 1。要消

除这种冗余，可以在作一元码编码前先将这类信息从整数序列 yi 中分离出来单独编

码。定义一个 n 长的二进制序列 δn 为

δn = u(y1 − 2)u(y2 − 2) · · · u(yn − 2). (2.2.16)

同时，可以将整数序列 yn = y1y2 · · · yn 中大于 1 的整数减去 1 组成一个新的整数序列
ζn

′
= ζ1ζ2 · · · ζn′（n′ =

∑n
i=1 δi）。于是新的编码为

BRn(xn) = (k + 1)1BTBn(δn)(ζ1)1(ζ2)1 · · · (ζn′)1B2k(z1)B2k(z2) · · ·B2k(zn), (2.2.17)

这就是 BRn 码。

BREn 码

BREn 码是在 BRn 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来的编码方案。 BRn 码主要针对一元
码部分的冗余进行编码，然而对于一些特别的概率分布，其分组码部分也存在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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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 BREn 码就是为消除分组码中的冗余而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分组码 B2k(zi) 都是

一个 k 比特的二进制序列，所以很容易想到将每个分组码中的某一位信息提取出来组

成一个新的二进制序列，然后再进行编码，这样总共会有 k 个 n 长的二进制序列，记

为 η(j)n（0 ≤ j ≤ k − 1），其具体算法如下：

η(j)n = η(j)1η(j)2 · · · η(j)n, η(j)i =

⌊
B2k(zi)

2j

⌋
mod 2. (2.2.18)

于是， BREn 码为

BREn(xn) = (k+1)1BTBn(δn)(ζ1)1 · · · (ζn′)1BTBn(η(0)n) · · ·BTBn(η(k− 1)n). (2.2.19)

BGn 码和 BGEn 码

类似于 BRn 码和 BREn 码，也可以从扩展 γ 码相应地构造出 BGn 码和 BGEn 码，
然而正如扩展 γ 码是在 Golomb 码的基础上提出的，本节也将直接用 BRn 码和 BREn
码来构造 BGn 码和 BGEn 码。与扩展 γ 码的构造类似，可以先给出整数序列中每个整

数的去除最高位的标准二进制表示，而后将其长度信息组成的新的整数序列进行 BRn
码或 BREn 码的编码，并置于其之前，即

BGn(xn) = BRn(Λ(x1)Λ(x2) · · ·Λ(xn))[x1]2[x2]2 · · · [xn]2 (2.2.20)

和

BGEn(xn) = BREn(Λ(x1)Λ(x2) · · ·Λ(xn))[x1]2[x2]2 · · · [xn]2. (2.2.21)

关于性能

以上，我们给出了一组整数的四种编码方案，当 n 较大时，这四种码的性能不会

比相应的 Golomb 码或扩展 γ 码差，所以 BGn 码和 BGEn 码也是 Elias 意义下的通用
码，在适当参数下也能达到渐近最优的性能。但是，要在任意分布下分析这些码的性

能是十分困难的，故在下文中，笔者将在基于 Burrows-Wheeler 变换的通用数据压缩
算法设计中应用这些编码方案，以考察其实际的性能。

2.3 基于 BWT 和整数编码的通用数据压缩算法的设计

2.3.1 介绍

Burrows-Wheeler 变换是 Burrows 和 Wheeler 于 1994 年提出的一种略微扩展的可
逆序列变换[16]，目前在实际的无损数据压缩技术中倍受关注。使用这一变换的算法的

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虽然比部分匹配预测（Prediction by Partial Matching，PPM）
类压缩算法 [20, 75] 性能略差，但其压缩性能要高于 Ziv-Lempel 类压缩算法（LZ’7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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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78[110]），同时，其算法实现复杂性与 LZ 类算法相当，运行速度要比 PPM 类算法
快好多。表2.6 列出了几种常见压缩算法在 Calgary Corpus 数据测试集下的平均压缩
性能，其中 gzip 在算法原理和性能上与 Windows 下的常用软件 Winzip 类似。

表 2.6: 常用压缩算法的性能比较（Calgary Corpus 数据）
压缩算法 平均压缩性能（单位：bits/symbol）

GZIP [66] （LZ 类） 2.697
PPMZ2 [15]（PPM 类） 2.086
BZIP2 [88] （BWT 类） 2.368

BWT 本身并不对数据进行压缩，它通过排序的方法将具有相似上下文（Context）
的字符聚合在一块，从而便于后续的压缩技术对数据进行压缩。目前大多数基于 BWT
的数据压缩算法都可以归结为如图2.4的系统。数据预处理 BWT 数据后处理 熵编码

图 2.4: 基于 BWT 的数据压缩算法的一般结构

数据预处理的主要目的是使 BWT 能更有效地将具有相似上下文的字符或词聚合
在一块。例如，通过调整字符集中的字符顺序来提高压缩性能（如 [19]），还可以先将
数据（特别是文本数据）解析（Parse）为词，然后对词使用 BWT（如 [55]）。在较老
的算法中，还常常在数据预处理中预先对数据进行简单压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缩短

BWT 的时间，现在 BWT 算法已经发展到较快的水平，所以这些处理就没有必要再使
用了。数据后处理的主要目的是对 BWT 生成的数据进行变换，以便于后面的熵编码
器对数据进行压缩。由于 BWT 生成的数据序列并非平稳序列，所以这一模块的设计
对于整个算法的性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纵观这近十年的 BWT 压缩算法的研究进展，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1) BWT 快速算法的设计；(2) 数据后处理算法的设计。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
这两个问题。

2.3.2 BWT 的原理与快速算法的设计

首先，我们介绍 BWT的基本原理。设字符串的字符集为 A，则长度为 n的所有字

符串组成的集合记为序列空间 An，而序列空间 An中的某一序列记为 xn = x1x2 · · ·xn。
我们将 n 维的 BWT 正变换记为

BWTn : An → An×{1, 2, · · · , n},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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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其反变换记为

IBWTn : An×{1, 2, · · · , n} → An. (2.3.2)

由于通过其作用参数的序列可以明显地表示出 BWT 和 IBWT 的作用序列长度，所以
我们也常常省略下标 n，而使用如下简化的形式：

(yn, a) = BWT(xn), xn = IBWT(yn, a).

式中 xn, yn ∈ An， a ∈ {1, 2, · · · , n}。
BWT 正变换的基本原理为：
(1) 对于 xn ∈ An，形成 xn 的所有循环移位序列（包括 xn）；

(2) 对所有这些序列按字符集上预先定义的词典序进行排序；
(3) 按排序后的顺序输出每个序列的最后一个字符，从而形成 xn 的一个置换，即

yn，同时输出排序后 xn 所属行的序号，即 a。

与此相反，BWT 反变换的基本原理就是以序列 yn 为基础，利用其后续字符（即

首字符序列）在字符阵列中按词典序排列的特性，重构由所有 xn 的循环移位序列按词

典序排列的字符阵列，然后根据序号 a，读出原始序列 xn。原理上，字符阵列的重构

算法可以分为 n− 1 步，对于第 i 步，需要做如下事情：

(1) 将第 n 列（即 yn）置于第 1 至 i− 1 列之前；

(2) 将上述 n 个 i 长的序列按词典序进行排序；

(3) 将排好序的列表至于字符阵列的第 1 至 i 列。

此处，我们介绍的 BWT 是 Burrows 和 Wheeler 提出的原始变换，在后来的研
究中，有的研究者采用了某些变种算法，主要是用一个特殊的结尾字符加在序列

的结尾，从而将序列的循环移位消解为简单移位序列，由于这种处理对于最终的

压缩性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介绍更具对称性的原始算法。为

了更好地理解其基本原理，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见表 2.7和表2.8），其中
以序列 bananas 为例。 由表2.7和表2.8可以看出 BWT(bananas) = (bnnsaaa, 4) 和

表 2.7: BWT 正变换的实例（xn = bananas）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1 b a n a n a s a n a n a s b b
2 s b a n a n a a n a s b a n n
3 a s b a n a n a s b a n a n n
4 n a s b a n a b a n a n a s s
5 a n a s b a n n a n a s b a a
6 n a n a s b a n a s b a n a a
7 a n a n a s b s b a n a n a a

IBWT(bnnsaaa, 4) = ban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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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BWT 反变换的实例（yn = bnnsaaa, a = 4）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 · · 第 6 步
1 2 3 4 5 6 7 8 9 · · · 16 17

1 b a a · · · b ba an an · · · b ban ana ana · · · b · · · banana ananas
2 n a a · · · n na an an · · · n nan ana ana · · · n · · · nanasb anasba
3 n a a · · · n na as as · · · n nas asb asb · · · n · · · nasban asbana
4 s b b · · · s sb ba ba · · · s sba ban ban · · · s · · · sbanan banana
5 a n n · · · a an na na · · · a ana nan nan · · · a · · · ananas nanasb
6 a n n · · · a an na na · · · a ana nas nas · · · a · · · anasba nasban
7 a s s · · · a as sb sb · · · a asb sba sba · · · a · · · asbana sbanan

上述算法只是 BWT 的基本原理，在实际中是根本不可行的，因此，需要设计快
速 BWT 算法，同时必须具有较低的内存开销。BWT 反变换快速算法的设计较为容
易，目前使用的 BWT 反变换算法大同小异，都是源于 [16] 中的原始算法，其时间复
杂性为 O(n+ c|A|) （c 为常数， |A| 表示集合 A 的基数）。

BWT 正变换的快速算法可就不那么容易设计了，关键在于如何设计一个有效的排
序算法对所有的循环移位序列按词典序进行排序，在计算机科学中，这称为后缀排序

（Suffix Sorting）算法。为了说明该类算法设计的困难，我们先考察一种非常简单的排
序算法，即整体上对所有序列进行常用的快速排序算法，而每两个序列的比较采用逐

个字符比较法。若我们假设每一对序列的平均比较次数与 n 成正比，则整个算法的时

间复杂性为 O(n2 lnn)。显然，这种算法的时间复杂性过高，还无法达到实用的标准。
目前，实用的快速后缀排序算法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算法称为直接比较算法（Direct-Comparison Algorithm），如 [56, 69, 89]。
其基本原理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简单排序算法，但通常采用 Bentley 和 Sedgewick
的三元快速排序（Ternary QuickSort）算法[11]。虽然这种算法在最坏的情形下会达

到 O(n2 lnn) 的时间复杂性，但由于实际中，许多数据文件的平均匹配长度（Average
Match Length，AML）都较短，所以这类算法在这些数据上往往会表现出较高的性能。
当然，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小技巧来克服某些较坏的情形，同时利用后缀排序的特点

进一步降低排序时间。目前，这类算法的内存开销大约为 5n 字节 [69]。

第二类算法称为后缀树（Suffix Tree）排序算法，如 [35, 61, 70]。这一类算法的时
间复杂性在三类算法中是最低的，为 O(n)，但其内存开销较大，通常至少消耗 15n 字

节，这就大大制约了其在 BWT 算法中的应用。
第三类算法称为后缀阵列（Suffix Array）排序算法，如 [63, 68, 86]。这类算法

与直接排序算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主要的区别是后缀阵列排序算法运用了倍增

（Doubling）技术来提高算法的速度，这种思想最早源于 Karp 等人在 [58] 中提出的在
字符串中寻找重复模式的算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字符串的比较由逐个字符的比较

转变为相继 1, 2, 4, 8, · · · 个字符的倍增模式的比较，所以粗略地估计就可以得出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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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为 O(n(lnn)2)，更精细的分析表明其时间复杂性为 O(n lnn)。至于内存开销，
以 [63] 的算法为例，大约需要 8n 字节。最近两年也出现了一些具有 O(n) 线性时间复

杂性的后缀阵列排序算法，但最近的研究 [81] 表明这些理论上的高性能算法实际中与算

法 [63]、[69] 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就笔者的观点而言，上述三类算法中，第三类算法是最具商业应用价值的，因为

该类算法具有稳定而且适中的时间复杂性和较低的内存开销。

2.3.3 数据后处理算法的设计

本质上，BWT 只是对数据做了一个置换，所以真正的数据压缩是要靠数据后处
理算法配合熵编码来完成的。通过 BWT，具有相似后缀的字符就会被聚合在一块，
所以，变换后的整个序列可以近似地分割为一些字符组，其中每一块字符的概率分布

即为其所对应的某个后缀（即上下文）的条件概率，于是，可以把 BWT 变换的输出
序列近似为一个分段独立同分布（Piecewise 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p.i.i.d.）序列。

理论上，如果假设某序列是由一个有限记忆信源（Finite Memory Sources）生成
的，又假设该序列的 BWT 变换输出序列中的每一个独立同分布段的边界都已知道，
那么，可以用简单的自适应熵编码器对其中每一段进行编码，因而可以非常容易地达

到渐近收敛于信源熵率的压缩编码速率。即使是任意的平稳遍历信源，我们也可以采

用某个有限记忆信源去逼近它，进而使编码速率渐近收敛于信源熵率。然而，问题的

难点在于 BWT 变换输出序列中每一个独立同分布段的边界并不能预先知道，如果不
考虑计算上的代价，编码器是可以容易地获取这些信息的，然而对于解码器，就必须

采用某种隐式的自适应方式或者显式的编码方式使其获取有关序列分段的知识，当然，

这些技术会引入额外的编码开销，关键是如何设计这些技术，使这些开销随着序列长

度的增加，其分摊到每个字符上的编码量能尽可能快地渐近趋向于零。这就是数据后

处理算法的任务，文献 [31] 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给出了一
系列算法及其冗余度的渐近分析。

在基于 BWT 的压缩算法中，Move-to-Front 变换（MTF，也称为 Recency-Rank
变换）及其变种是一类最常用的数据后处理算法。这种变换最早出现在文献 [12, 33]
中，关于其性能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见 [76]。MTF 的基本算法为：构造字符集 A 的一个
有序列表

L = {a1, a2, · · · , a|A|}, ai ∈ A(i = 1, 2, · · · |A|)

作为初始化列表，然后将序列 xn 的字符逐个映射为一个正整数序列 yn = y1y2 · · · yn。
其映射规则为：如果 xi 等于列表 L 中的第 yi 个字符，那么就将 xi 映射为 yi，同

时将第 yi 个字符移到列表 L 的第一项，其它各项依次往后移。我们将该变换记为

MTFn : An → Z+n，于是 yn = MTFn(xn)，或简写为 yn = MTF(xn)。类似地，依照对
称性，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其反变换，我们将其记为 IMTFn : Z+n →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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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看，该变换的本质就是使频繁出现的字符在统计平均意义下具有较低的映

射值。仔细观察表明，其输出整数序列就是输入字符从前一次出现到这一次出现间的

不同字符的个数，这就赋予了该变换局部化的特征，因此对于分段独立同分布序列，

它会较快地从前一个段切换至下一个段。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输入字符从前一次出

现到这一次出现间的不同字符的个数的最大取值就是两字符间的时间间隔，即我们常

称为回归时间（Recurrence Time）的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量，因为它和该字符的
概率（也可以是经验概率，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讨论问题中的数学期望将改为时间

平均，而相应的形式则将更接近于组合方面的讨论）存在一定的关系，当一个随机过

程为平稳过程时，由 Kac 返回时间定理 [57] 知

E[τ(a)|X0 = a] ≤ 1

Pr{X0 = a}
,

当随机过程为平稳遍历过程时取等号，式中

τ(a)
△
= min{n ∈ Z+|X−n = a}.

如果注意到，假如对回归时间序列进行通用整数编码，那么通常其编码长度中的主要

部分就是 ⌊log τ(a)⌋，并进一步注意到类似如下的数学形式，

E[⌊log τ(X0)⌋] ≤
∑
a

Pr{X0 = a}E[log τ(a)|X0 = a]

(a)

≤
∑
a

Pr{X0 = a} logE[τ(a)|X0 = a]

≤
∑
a

Pr{X0 = a} log 1

Pr{X0 = a}
,

相信读者就可以大致的理解 MTF 之所以能进行有效压缩的原因了（式中 (a) 应
用了 Jensen 不等式和对数函数 logx 的凹函数特性）。当然上述的叙述是极不严格
的，但就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联系，[76] 证明了在渐近平均平稳（Asymptotically Mean
Stationary，AMS）信源下，MTF 配合渐近最优的整数编码和字符扩展技术可以在几
乎必然（Almost Sure, a.s.）意义下渐近收敛于信源的熵率。[7, 31] 则进一步分析了
BWT 配合 MTF 技术的压缩性能，[31] 的结果表明该类算法的平均每字符编码冗余度
为 O(log logn/ logn)。显然，这种渐近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不过实际中我们使用的是
熵编码器，所以性能要好得多。在实际的 BWT 算法中，研究者们又对 MTF 进行了
改进，以期望获得更好的压缩性能，其改进的重点就是列表 L 的更新策略，如 [9] 的
MTF-1 算法、[38] 的 sticky MTF 等。

除了 MTF算法，研究者们还提出了其它一系列的算法，如 Arnavut和 Magliveras
提出的倒转频率（Inversion Frequencies，IF）方法[8]，Deorowicz 提出的加权频率计数
（Weighted Frequency Count，WFC）方法 [29]（一种推广的 MTF 算法）。甚至，也有
用其他压缩方法直接对 BWT 输出序列进行压缩的，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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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关于数据后处理算法的设计问题目前仍然处于纯经验的状态，缺乏更

多的理论思考，虽然有些方法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其测试数据集过小，很难说

明这些方法都是广泛适用的。

2.3.4 基于整数组编码的 BWT 压缩算法设计

本节将主要在第2.2节的基础上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整数组编码的 BWT 压缩算法。
虽然基于 BWT 的数据压缩算法具有较好的压缩性能，但是现有的大多数算法在编码
环节都是使用算术编码，算术编码虽是最优编码，但复杂性高，耗时大，这对于 BWT
类压缩算法推向实际应用是一个制约，要进一步使 BWT 类压缩算法实用化，编码
方案的设计也是至关重要的。Seward 采用 Huffman 编码开发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基于
BWT 的压缩算法，即 BZIP2 [88]。Fenwick 则进一步探讨采用某类简单的前缀码（即
整数码）来进行编码[37, 38]。事实上，第 2.2节中提出的四个针对一组整数的编码方案，
就其复杂性而言与一般的整数码相当或略高一些，因而是 BWT 类算法的一个极好的
候选编码方案。出于上述考虑，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整数组编码的 BWT 算法（如图
1）。 它采用了最常用的 BWT 压缩算法结构，即首先对数据进行 BWT 变换，而后进

 原始数据 压缩数据 BWT MTF RLE 整数分组编码 

图 2.5: 基于整数组编码的 BWT 压缩方案

行 MTF 变换和行程编码（Run Length Encoding, RLE），最后对整数序列按固定的块
大小进行分组编码。

其中，RLE 采用的实际编码方案是 Wheeler 1/2 码[36]，其主要作用是对 MTF 变
换后产生的长串的整数 0 进行行程编码。Wheeler 1/2 码的基本算法就是对每一段连续
的整数 0 序列进行计数，令计数值为 j，则将编码 [j + 1]2 的二进制序列按整数序列输

出，相应地将其它不为 0 的整数都加 1。因为数据经过 BWT 变换后，会出现成串的
重复字符，而经过 MTF 变换后，这些字符就会被编码为一长串的整数 0（按本文的约

定应该是整数 1，但因为实现中的列表是从 0 开始计数的，所以变为整数 0）。虽然，

本文的整数组编码方案要比原有的整数码更好地适应于低熵值序列的压缩编码，但是

因为整数序列最终是要进行分组编码的，而且由于整数序列只具有局部平稳性，分组

长度不可能太长，所以编码的性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实践表明，使用 Wheeler 1/2 码
会对压缩性能有较明显的改善。

第2.2节提出了四种针对一组整数的编码方案，相应地由图2.5可以派生出四种压
缩方案，按照编码的不同分别记为 BWT-BR、BWT-BRE、BWT-BG 和 BWT-BGE，
其后半部分就是对应编码的记号。算法还包括一个整数分组长度的参数，实际中的分

组长度取值为 128。笔者将这四种算法对常用的 Calgary Corpus 和 Canterbury Corpus



2.3 基于 BWT 和整数编码的通用数据压缩算法的设计 39

数据测试集进行压缩，压缩结果如表 1 和表 2，其中还列出了 Fenwick 在文献 [38] 中
的 Simple 算法和 Seward 的 BZIP2 软件[88] 的压缩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本文的四

表 2.9: Calgary Corpus 的压缩结果（单位：bits/symbol）
文件名 长度 BWT-BR BWT-BRE BWT-BG BWT-BGE Fenwick2002 BZIP2

bib 111261 2.064 2.057 2.092 2.093 2.178 1.975
book1 768771 2.517 2.516 2.712 2.714 2.857 2.420
book2 610856 2.159 2.154 2.246 2.247 2.344 2.062

geo 102400 4.781 4.750 5.071 5.036 5.267 4.447
news 377109 2.650 2.640 2.664 2.665 2.779 2.516
obj1 21504 4.338 4.227 4.068 4.073 4.047 4.013
obj2 246814 2.860 2.753 2.565 2.568 2.587 2.478

paper1 53161 2.608 2.599 2.607 2.608 2.719 2.492
paper2 82199 2.533 2.530 2.620 2.621 2.739 2.437

pic 513216 0.840 0.839 0.847 0.847 0.832 0.776
progc 39611 2.700 2.680 2.612 2.613 2.716 2.533
progl 71646 1.840 1.828 1.815 1.815 1.846 1.740
progp 49379 1.858 1.845 1.779 1.780 1.835 1.735
trans 93695 1.660 1.629 1.554 1.555 1.581 1.528
平均 2.529 2.503 2.518 2.517 2.595 2.368

表 2.10: Canterbury Corpus 的压缩结果（单位：bits/symbol）
文件名 长度 BWT-BR BWT-BRE BWT-BG BWT-BGE Fenwick2002 BZIP2

fields.c 11150 2.373 2.327 2.172 2.172 2.244 2.180
kennedy.xls 1029744 1.604 1.227 1.850 1.678 1.996 1.012

ptt5 513216 0.840 0.840 0.847 0.847 0.832 0.776
cp.html 24603 2.611 2.582 2.578 2.579 2.619 2.479

grammar.lsp 3721 2.864 2.795 2.644 2.647 2.723 2.758
xargs.1 4227 3.376 3.348 3.253 3.255 3.326 3.335

asyoulik.txt 125179 2.627 2.626 2.793 2.795 2.947 2.529
plrabn12.txt 481861 2.515 2.514 2.723 2.725 2.881 2.417

sum 38240 3.043 2.921 2.741 2.740 2.771 2.701
lcet10.txt 426754 2.102 2.099 2.208 2.210 2.303 2.019
alice29.txt 152089 2.357 2.354 2.479 2.481 2.589 2.272
平均 2.392 2.330 2.390 2.375 2.476 2.225

个算法的平均压缩性能都要好于 Fenwick 的 Simple 算法，Fenwick 的 Simple 算法选
择性地使用了 Elias γ 码[32] 和 Fibonacci 码[41] 作为最后的编码方案，而其之前的算法

与本文完全相同，这说明本文针对一组整数的编码的确比一般的整数码具有更好的性

能，而且编码的复杂性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当然，本文算法与采用最优 Huffman 编码
的 BZIP2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压缩结果平均而言大约要高出 6%，这是使用简单编码
技术必然带来的损失，但是低复杂性的编码技术将十分有利于实际系统特别是硬件系

统的设计和实现，尤其是在大字符集下的压缩中，算术编码和 Huffman 编码算法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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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复杂性会大大增加，此时应用本文的编码算法将会在压缩性能和运行时间上获得较

好的平衡。

仔细比较本文四个编码方案的压缩结果还会发现，对于有的文件，BR 和 BRE 算
法的结果要好一点，而对于其他的一些文件，BG 和 BGE 算法的结果要好一点，如果
要采用硬件实现本文算法，则可以将这两类算法并行运行，对于每一组整数选择输出

长度较短的编码，其性能将更接近于 BZIP2 的性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BRE 算
法要比 BR 算法有较明显的改善，而 BGE 算法并没有比 BG 算法好多少，主要的原因
是 BRE 和 BGE 算法都是在 BR 和 BG 算法的基础上考虑对病态概率分布的进一步压
缩，而 BGE 算法本质上是正整数去除最高位的标准二进制表示加上对长度的 BRE 编
码，由于本文算法将计算机文件按字节进行处理，即正整数的取值为 1–256，所以其长
度的取值仅为 1–8，这正是 BGE 算法没有明显提高压缩性能的原因，只有在更大的字
符集下 BGE 算法才会有较好的表现。

2.4 本章小节

本章的主要贡献如下：

在第2.1.3中，我们分析了任意概率分布下 Golomb 码的性能（定理2.1），给出了
Golomb 码的最优参数选择准则 (2.1.16)，进而分析了任意非递增概率分布下 Golomb
码的性能（定理2.2），给出了其性能的一个充分紧的上下界，并给出了一个最优参数选
择的近似方法（推论2.1），实际计算表明基于该近似方法的混合参数选择方案选择的
参数所达到的上界还是十分接近最小上界的（图2.2）。
在第2.1.4中，我们在 Golomb 码的基础上，对 Elias γ 码进行了推广，提出了一类

扩展的 γ 码，而后在任意概率分布下分析了扩展 γ 码的性能（定理2.3），给出了扩展
γ 码的最优参数选择准则 (2.1.43)，进而证明了扩展 γ 码都是通用码，而且在参数选择

准则 (2.1.43) 下可以达到渐近最优的性能（推论2.3）。
在第2.1.5节中，为了更好地理解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我们提出了最大熵码

的概念，进而证明了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分别是 Sµ0 和 Sν0 两类信源上的最大熵

码（定理2.5和定理2.6）。其中，为证明定理2.6而证明的引理 2.3 更是给出了一个用
EP [⌊log i⌋] 表达的关于熵的一个最紧上界。

在第2.2节中，我们首先在 Golomb 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二进制序列的编码算法
（第2.2.1节），而后，我们在上述编码算法的基础上，同时结合 Golomb 码和扩展 γ 码

的构造原理，给出了一组整数的四个实用编码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低熵值序

列的编码效率（第2.2.2节）。
在第2.3节中，我们将整数组编码方案结合 Burrows-Wheeler 变换应用于数据压缩

算法的设计（图2.5），实验结果表明其性能明显优于使用 Elias γ 码和 Fibonacci 码的
同类方案（表2.9和表2.10）。



41

第三章 分布式信源编码

3.1 基本问题与研究进展

近十几年来，随着诸如 JPEG-LS、JPEG2000、MPEG4、H.264 等一系列成熟高
效的数据压缩标准的出现，面向单个用户的信源编码技术已十分成熟，然而，面向网

络、面向多个用户的信源编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基本的理论

问题和实现问题都还远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其中，以 Slepian-Wolf 编码 [92] 及对应的

率失真问题（包括 Wyner-Ziv 编码问题[103]）、网络信源编码[26, 50] 和 CEO 问题[13] 等

一系列课题为代表的分布式信源编码的研究是当前国际上这一领域的前沿和研究热点。

上述这些课题中，又以 Slepian-Wolf 编码及对应的率失真问题为基本问题，其他问题
往往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推广。

Slepian-Wolf 编码问题是多用户信息论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它是由 Slepian 和 Wolf
于 1973 年提出的一个关于相关信源的分离编码问题（Seperate Coding of Correlated
Sources）[92]。该问题的基本内容为：当两个（离散无记忆）相关信源被独自进行编码，

而后在接收端联合译码，问使得存在渐近无错无损压缩的编码/译码器的可达速率区
为多大（如图3.1）？ Slepian 和 Wolf 给出的答案是令人吃惊的，即证明了存在这样的

  编码器 1 编码器 2 

联合译码器 

nX

nY

nnYX ˆˆ
1R

2R

图 3.1: Slepian-Wolf 编码系统

编码/译码器，它们可以做到与联合编码的情形下一样好，该结果称为 Slepian-Wolf 定
理，其数学形式为

R1 ≥ H(X|Y ), R2 ≥ H(Y |X), R1 +R2 ≥ H(XY ), (3.1.1)

式中， X 和 Y 表示两个相关的离散无记忆信源， XY
△
= (X, Y )， R1 和 R2 分别对应

于两个编码器的编码速率，由 (3.1.1) 所规定的可达速率区称为 Slepian-Wolf 区域，而
该问题中所讨论的数据压缩系统则通常简称为 Slepian-Wolf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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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Cover 运用平稳遍历过程的 AEP 性质将 Slepian-Wolf 定理推广到遍历
信源（Ergodic sources） [23]，Miyake 与 Kanaya 则进一步运用信息谱（Information
Spectrum）的方法将该定理推广到一般信源（General Sources）[74]。

在该问题的证明思路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 [92] 是将两个相
关信源间的相关性等效为由信源 X 到信源 Y 的一个虚拟信道，然后用信道编码中的

随机编码方法生成大约 2nH(X|Y ) 个随机码本来渐近覆盖由信源 X 生成的所有 n 长序

列，所以编码时只需将序列所在码本的编号以速率 H(X|Y ) 传给译码器，而对信源 Y

进行单信源编码，以速率 H(Y ) 传至译码器，由译码器在相应的码本下从 Y n 的值译

出 Xn，于是便可以实现 Slepian-Wolf 区域的一个角点（即速率对 (H(X|Y ), H(Y ))）

的渐近无错传输（如图3.2）。 由对称性，也可以实现另一个角点的渐近无错传输，再

 

 

nX  

I(X;Y) 

)|(1 YXHR =

nY  
)(2 YHR =

译码器 
nnYX ˆˆ

图 3.2: Slepian-Wolf 编码的虚拟信道思想

运用时分（Time Sharing）技术就可以实现 Slepian-Wolf 区域边界上任意一点的渐近无
错压缩，这种方法可以称为非对称压缩。之后，Cover 在 [23] 中仍然采用了这种思路，
只是在具体编码上采用了随机装箱（Random Binning）的方法。那么能否不采用时分
技术，而直接实现对称压缩呢？Gamal 和 Cover 在 [46] 中就采用了对称压缩的方法，
编码依然采用随机装箱的方法，但对称压缩必须估计三项译码错误的上界，而由这三

项译码错误正好可以推出 Slepian-Wolf 区域的三个不等式，从而得证，这也就是现在
的教材通常介绍的证明方法。

两个相关信源的 Slepian-Wolf 定理是可以很容易推广到任意 n 个信源的，研究者

们还进一步考察了比其更一般的信源网络的可达速率区问题，如 [26, 50]。
在实际应用场合，相关信源的统计特性往往是未知的，即使预先可以对其统计特

性进行测算，但由于大多数系统都是时变的，其信源统计特性也往往具有某种波动性。

所以必须设计具有稳健性的 Slepian-Wolf 压缩系统，即通用 Slepian-Wolf 数据压缩系
统。于是，研究者们又研究了 Slepian-Wolf 系统的通用编码问题，即要求其编码和译
码的算法都不依赖于信源的统计特性。最早是 Csiszár 和 Körner 在 [26] 中解决的，他
们证明了在采用最小熵译码器条件下，对于任意的速率对设置，存在编码器对，不管

无记忆相关信源的统计特性如何，只要其 Slepian-Wolf 区域包含该速率对，就可以达
到渐近无错的无损压缩。Csiszár 在 [25] 中则进一步证明了在线性编码器中也存在这种
通用编码器。Oohama与 Han则在译码错误指数的估计上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结果[78]。

以上这些进展都是以类型（Type）论为工具展开的，虽然类型论是一种非常有威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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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然而通常的类型论只适用于离散无记忆信源，所以上述研究成果也只能局限于

离散无记忆信源。关于更一般信源的通用编码问题，进展十分有限，只有 Uyematsu运
用概率量化和相关一般信源的编码定理[74] 给出了遍历 Markov 信源下通用编码的存在
性证明[99]。

如果引入失真度量，我们立刻得到 Slepian-Wolf 问题的率失真版本，然而这个问
题到现在还未得到完全解决，只是获得了一些外界或内界的估计。但是该问题的一个

简化版本，即译码端具有边信息的率失真问题[103] （通常称为 Wyner-Ziv 编码问题），
早在 70 年代就已获解决，其编码系统如图3.3。 图中具有边信息的率失真函数 RY (D)

 

 

有损信源编码器 
)(DRR Y≥nX 联合信源译码器 

nX̂

nY

图 3.3: Wyner-Ziv 编码系统

定义为

RY (D) = min
p(w|x)

min
f

{I(X;W )− I(Y ;W )}, (3.1.2)

式中最小化取在所有的函数 f : Y×W → X̂ 和所有的条件概率分布 p(w|x)（|W| ≤
|X |+ 1），且满足 ∑

x

∑
w

∑
y

p(x, y)p(w|x)d(x, f(y, w)) ≤ D.

虽然 Slepian-Wolf 问题和 Wyner-Ziv 问题从提出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但真正考
虑如何实现 Slepian-Wolf 数据压缩系统还只是近五至十年的事，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与应用的高速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个由许多微小、廉

价的无线传感器组成的无线网络。由于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传感器节点都是不可再充

电的，故其能量都是有限的，这就会对整个传感器网络的寿命及可处理的信息量产生

极大的影响，因此如何降低功耗就成为了无线传感器网络设计的一个重点。要降低功

耗，一种有益的思路就是利用传感器节点采集数据间的相关性通过压缩的方法降低实

际传输给基站的数据量，同时压缩算法的复杂性应尽可能集中在解码端，使传感器节

点上的编码算法尽可能简单，从而在通信和计算两个方面降低节点功耗，达到延长传

感器网络寿命，提高处理信息量的目的。分布式信源编码正好适应这种需求，一方面，

分离编码的特点可以使传感器节点在互不通信的前提下，通过利用各节点采集数据间

的统计相关性对数据进行压缩，从而达到降低通信数据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联合译

码的特点使得整个压缩算法的复杂性主要集中于接收端的基站，从而达到降低节点计

算复杂性的目的。所以近年来，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需求的刺激下，分布式信源编

码实际系统的设计实现问题逐步成为国际数据压缩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当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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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信源编码的应用范围并不仅仅限于无线传感器网络，例如，视频压缩也是该技术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如 [2]）。利用 Wyner-Ziv 编码，可以在编码端不采用或少采用
复杂的帧间预测技术，而在解码端利用帧间的相关性来提高视频图像的质量，通过采

用这种技术，其编解码系统相对于传统技术具有更大的抗信道差错的性能，即鲁棒性，

而且编码的复杂性有所下降，解码的复杂性有所提高，因此两端的复杂性相对较为平

衡。

理论上，由 Slepian-Wolf 定理[92] 和 Wyner-Ziv 定理 [103]，我们已经知道存在某

种编码的方法可以在渐近无错的意义上接近定理中预言的极限性能。而且，在 [25]
中，Csiszár 还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好的编码器在线性编码器中就可以找到。但是，到
目前为止，多数的理论研究由于使用纯粹的随机编码方法来完成理论证明，因此对

于实际编码方案设计很难再给出进一步的提示。Uyematsu 在 [98] 中提出了一种基于
代数几何码的编码/解码算法，可惜其算法复杂性仍旧过高，无法真正应用于实际。
2003 年，Muramatsu 等人在 [77] 中对基于 LDPC 码的 Slepian-Wolf 系统在一般信源
（General Sources）下的性能作了理论分析，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进展。至于将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工作则更少，仅有 [22, 98]，而 [98] 的工作离实
际实现还是很远。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通用编码器的设计问题其实并不是关键，

因为在高级信道码中就存在着非常好的通用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一个低复杂性

的通用译码器，所以 Coleman 在 [22] 中的研究方向是可取的。
在应用方面，较早取得突破的是 Pradhan 等人的工作[80]，它将理论中陪集编码的

思想应用于实际，用信道码来构造用于相关信源编码的线性编码器，提出了 DISCUS
（Distributed Source Coding Using Syndromes）方案，如图3.4。 其基本思路就是将

  

 寻找活性码字标号 

计算包含活性码字的陪集标号 

在陪集 U中寻找最接近于 Y的码字 

 估计 X 

Y 

X U X̂

编码器 译码器 

图 3.4: DISCUS 算法的编码和译码

Wyner-Ziv 定理的编码思想具体实现出来。首先，对信源 X 进行最优量化得到活性

码字（第 1 模块），比如采用 TCQ（Trellis Coded Quantization）技术；其次，运用
Wyner的陪集码思想对其进行陪集划分并计算出活性码字的陪集号 U（第 2模块）；而
后，在译码端利用边信息 Y，将 X 和 Y 之间的统计相关性看作一个虚拟的信道，以

信道译码的方式从陪集号为 U 的陪集码中译出活性码字（第 3 模块）；最后，以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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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字和边信息 Y 为基础，得到 X 的最优估计 X̂（第 4 模块）。本质上，第 2、3 模
块就是非对称的 Slepian-Wolf 编码。与此类似的，还有 Zamir 等人提出的嵌套格子码
（Nested Lattice Code）思想[107]，即在一个较细的格子码中还嵌套着一个较粗的格子

码，从而细格子码关于粗格子码形成了一系列的陪集码。

此后，有大批的研究者围绕着如何达到 Slepian-Wolf 限和 Wyner-Ziv 限，提出了
大量基于高级信道编码（如 Turbo 码、LDPC 码）的方案，如 [1, 47, 106, 108] 等。
早期的工作往往主要集中于特殊相关模型下的非对称压缩编码，近两年来，关于对

称压缩编码方案的设计有一定的进展，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法，包括：信道码本分割

（Channel Code Partitioning）方法 [87, 93]、信源剖分（Source-Splitting）方法[21] 以及使

用联合分布进行 LDPC 的迭代译码。至于任意相关信源的压缩，文献 [47, 64, 87] 也对
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总体而言，关于分布式信源编码技术还远没有达到成熟，有许多理论和实际的问

题有待于解决，特别是关于任意相关信源的对称压缩编码的设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考虑到理论上有损分布式压缩问题至今未获解决，而实际中多数压缩方案都是以无损

的 Slepian-Wolf 编码和单信源量化技术为基础的，所以在下文中，我们将主要从理论
的层面上对 Slepian-Wolf 编码的性能进行深入的分析，期望能对实际编码设计给出一
些有益的提示。

3.2 信道编码分析中的 Gallager 方法
由于我们的分析方法主要受信道编码中最大似然（Maximum Likelihood，ML）译

码错误概率分析方法 [10, 43, 73, 91] 的启发，所以，在这一节中，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

这一方法的精髓，即两个非常基本的不等式。因为这种方法首先由 Gallager 提出，故
将其称为 Gallager 方法。

在文献 [43] 中，Gallager 运用分析的方法而不是通常所采用的典型列的方法对信
道编码在 ML 译码下的错误概率进行了分析，其中很关键的一步就是他运用了一个看
似非常复杂却又非常美妙的不等式，原文中的形式如下：

ϕm(y) ≤

[∑
m′ ̸=m Pr(y|xm′)1/(1+ρ)

Pr(y|xm)1/(1+ρ)

]ρ
, ρ > 0 (3.2.1)

式中函数 ϕm(y) 定义为

ϕm(y) =

{
1, 如果存在某个 m′ ̸= m 使得 Pr(y|xm) ≤ Pr(y|xm′) (3.2.2a)

0, 否则 (3.2.2b)

显然，函数 ϕm(y) 就是在 ML 译码准则下推导出来的指示函数（Indicator Function）。
一眼看去，不等式 (3.2.1) 的使用非常突兀，似乎是突发灵感的产物，但看过 Gall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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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书 [44] 中的解释后，一切就变得十分自然了。通过对其思想的消化，笔者进一步
将其提炼为两个非常基本的不等式，如下：

1{x ≤ x′} ≤
(
x′

x

)s
, x > 0, x′ ≥ 0, s > 0 (3.2.3)

min{x, 1} ≤ xρ, x ≥ 0, 0 < ρ ≤ 1 (3.2.4)

运用这两个不等式，就可以推出 (3.2.1)，如下：

ϕm(y) = 1{∃m′ ̸= m, s. t. Pr(y|xm) ≤ Pr(y|xm′)}

≤ min{
∑
m′ ̸=m

1{Pr(y|xm) ≤ Pr(y|xm′)}, 1}

(a)

≤
[∑

m′ ̸=m Pr(y|xm′)s

Pr(y|xm)s

]ρ
,

式中 (a) 运用了不等式 (3.2.3) 和 (3.2.4)。显然不等式 (3.2.1) 就是上式在 s = 1/(1 + ρ)

时的一个特例。

3.3 Slepian-Wolf 系统 MAP 译码错误概率的分析
本节中，我们将运用Gallager方法对 Slepian-Wolf系统在最大后验概率（maximum

a posterior probability，MAP）译码下的性能进行分析，给出其平均译码错误概率的一
个上界。在这之前，首先需要引入一些符号和定义。

在信息谱理论[49] 中，一个相关一般信源（Correlated General Source）定义为一个
n 维随机变量的无穷序列

XY = {XnY n = (X
(n)
1 Y

(n)
1 , X

(n)
2 Y

(n)
2 , · · · , X(n)

n Y (n)
n )}∞n=1, (3.3.1)

其中 n 维随机变量的每个分量 X
(n)
i Y

(n)
i

△
= (X

(n)
i , Y

(n)
i ) （1 ≤ i ≤ n），其取值在一个

有限的积空间 X × Y 上。类似地，可以定义一般信源 X 和 Y。此外，我们分别将 n

维随机变量 XnY n、 Xn 和 Y n 的样本空间和样本序列分别记为 X n × Yn、 X n、 Yn

和 xnyn、 xn、 yn。对于一个相关的平稳无记忆信源，其记号可以简化为随机变量

XY
△
= (X,Y )，而随机序列 XnY n 可以由 XY 的反复独立抽取来生成。为了方便，我

们还将记号 Pr{X = x} 和 Pr{X = x|Y = y} 分别简写为 PX(x) 和 PX|Y (x|y)。
一个基于 MAP 译码的 Slepian-Wolf 编码系统可以定义如下：信源输出 Xn 和 Y n

被分别独自编码为 ϕn(X
n) 和 ψn(Y

n)，然后 MAP 译码器观察这些编码序列，产生
XnY n 的最大可能估计 X̂nŶ n，其中 ϕ = {ϕn}∞n=1 和 ψ = {ψn}∞n=1 为编码器序列对，定

义为

ϕn : X n → Ln = {1, 2, · · · , |Ln|}, ψn : Yn → Mn = {1, 2, · · · , |Mn|}.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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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器 ϕn 和 ψn 的速率分别定义为 R(ϕn)
△
= ln |Ln|/n 和 R(ψn)

△
= ln |Mn|/n。本章中，

信息的单位都采用奈特（nat）。MAP 译码器序列 map = {mapn}∞n=1 定义为

mapn(l,m)
△
= arg max

xnyn∈Xn×Yn
Pr{XnY n = xnyn|XnY n ∈ ϕ−1

n (l)×ψ−1
n (m)}, (3.3.3)

式中 l ∈ Ln， m ∈ Mn。上式的一个等价形式为

mapn(l,m)
△
= arg max

xnyn∈ϕ−1
n (l)×ψ−1

n (m)
PXnY n(xnyn). (3.3.4)

整个系统的 MAP 译码错误概率可以用下式来计算：

P (n)
e (ϕn, ψn)

△
= Pr{X̂nŶ n ̸= XnY n} = Pr{mapn(ϕn(Xn), ψn(Y

n)) ̸= XnY n}. (3.3.5)

我们称速率对 (R1, R2) 是可达的，是指如果存在一个编码器序列对 (ϕ, ψ) 满足

limn→∞ P
(n)
e (ϕn, ψn) = 0、 lim supn→∞R(ϕn) ≤ R1 和 lim supn→∞R(ψn) ≤ R2。所有可

达速率对组成的集合则称为可达速率区。

关于 MAP 译码错误概率，我们证明了以下定理。

定理 3.1 对于一对给定的随机编码器 Φn 和 Ψn（独立于 XnY n），如果对于任意不等

的 xn, x̂n ∈ X n 和 yn, ŷn ∈ Yn，以下条件都满足

Pr{Φn(x
n) = Φn(x̂

n)} ≤ αn|Ln|−1, Pr{Ψn(y
n) = Ψn(ŷ

n)} ≤ βn|Mn|−1,

Pr{Φn(x
n) = Φn(x̂

n),Ψn(y
n) = Ψn(ŷ

n)} ≤ γn|Ln|−1|Mn|−1, (3.3.6)

式中 αn、 βn 和 γn 为非负实数，那么平均 MAP 译码错误概率满足

E[P (n)
e (Φn,Ψn)] ≤ exp{−nJ (n)

1 (R(Φn)− lnαn/n)}+ exp{−nJ (n)
2 (R(Ψn)− ln βn/n)}

+ exp{−nJ (n)
3 (R(Φn) +R(Ψn)− ln γn/n)}, (3.3.7)

式中

J
(n)
i (R)

△
= max

0≤ρi≤1
{ρiR− J

(n)
i0 (ρi)}, i = 1, 2, 3 (3.3.8)

J
(n)
10 (ρ1)

△
=

1

n
ln
∑
yn∈Yn

( ∑
xn∈Xn

PXnY n(xnyn)1/(1+ρ1)

)1+ρ1

, (3.3.9)

J
(n)
20 (ρ2)

△
=

1

n
ln
∑
xn∈Xn

( ∑
yn∈Yn

PXnY n(xnyn)1/(1+ρ2)

)1+ρ2

, (3.3.10)

J
(n)
30 (ρ3)

△
=

1

n
ln
( ∑
xnyn∈Xn×Yn

PXnY n(xnyn)1/(1+ρ3)

)1+ρ3

.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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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要估计 MAP 译码平均错误概率的上界，首先必须分析产生错误的事件集
合，显然，错误事件集合可以写为三个事件集合的并集，即

E(ϕn, ψn) =
3∪
i=1

Ei(ϕn, ψn), (3.3.12)

式中

E1(ϕn, ψn)
△
= {xnyn ∈ X n×Yn|∃x̂n ̸= xn,

s. t. ϕn(x̂n) = ϕn(x
n), PXnY n(x̂nyn) ≥ PXnY n(xnyn)},

E2(ϕn, ψn)
△
= {xnyn ∈ X n×Yn|∃ŷn ̸= yn,

s. t. ψn(ŷn) = ψn(y
n), PXnY n(xnŷn) ≥ PXnY n(xnyn)},

E3(ϕn, ψn)
△
= {xnyn ∈ X n×Yn|∃x̂n ̸= xn, ∃ŷn ̸= yn,

s. t. ϕn(x̂n) = ϕn(x
n), ψn(ŷ

n) = ψn(y
n), PXnY n(x̂nŷn) ≥ PXnY n(xnyn)}.

因此，MAP 译码错误概率

P (n)
e (ϕn, ψn) = Pr{XnY n ∈ E(ϕn, ψn)}

= Pr{XnY n ∈
3∪
i=1

Ei(ϕn, ψn)}

≤
3∑
i=1

Pr{XnY n ∈ Ei(ϕn, ψn)}.

于是，平均 MAP 译码错误概率为

E[P (n)
e (Φn,Ψn)] ≤ E[

3∑
i=1

Pr{XnY n ∈ Ei(Φn,Ψn)}

(a)
=

3∑
i=1

∑
xnyn∈X×Y

PXnY n(xnyn)E[1Ei(Φn,Ψn)(x
nyn)], (3.3.13)

式中 (a) 利用了随机编码器与信源独立的特性。可以看出，要估计其上界，就必须对
(3.3.13) 求和式中的每一项的上界作出估计。类似于 Gallager 的方法[43]，我们有

1E1(ϕn,ψn)(x
nyn) ≤

(∑
x̂n ̸=xn PXnY n(x̂nyn)1/(1+ρ1)1ϕ−1

n (ϕn(xn))
(x̂n)

PXnY n(xnyn)1/(1+ρ1)

)ρ1

,

1E2(ϕn,ψn)(x
nyn) ≤

(∑
ŷn ̸=yn PXnY n(xnŷn)1/(1+ρ2)1ψ−1

n (ψn(yn))
(ŷn)

PXnY n(xnyn)1/(1+ρ2)

)ρ2

,

1E3(ϕn,ψn)(x
nyn)≤

(∑
x̂n ̸=xn

∑
ŷn ̸=yn PXnY n(x̂nŷn)1/(1+ρ3)1ϕ−1

n (ϕn(xn))×ψ−1
n (ψn(yn))

(x̂nŷn)

PXnY n(xnyn)1/(1+ρ3)

)ρ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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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 ≤ ρi ≤ 1（i = 1, 2, 3）。运用函数 y = xρ （0 ≤ ρ ≤ 1）的凹函数特性和 Jensen
不等式，进一步有

E[1E1(Φn,Ψn)(x
nyn)] ≤

(∑
x̂n ̸=xn PXnY n(x̂nyn)1/(1+ρ1)E[1Φ−1

n (Φn(xn))
(x̂n)]

PXnY n(xnyn)1/(1+ρ1)

)ρ1

=

(∑
x̂n ̸=xn PXnY n(x̂nyn)1/(1+ρ1) Pr{Φn(x

n) = Φn(x̂
n)}

PXnY n(xnyn)1/(1+ρ1)

)ρ1

(a)

≤ αρ1n |Ln|−ρ1
(∑

x̂n∈Xn PXnY n(x̂nyn)1/(1+ρ1)

PXnY n(xnyn)1/(1+ρ1)

)ρ1

= αρ1n exp{−nρ1R(Φn)}

(∑
x̂n∈Xn PXnY n(x̂nyn)1/(1+ρ1)

PXnY n(xnyn)1/(1+ρ1)

)ρ1

,

式中 (a) 利用了条件 (3.3.6)。然后代入 (3.3.13) 式的第一项，则有∑
xnyn∈Xn×Yn

PXnY n(xnyn)E[1E1(Φn,Ψn)(x
nyn)]

≤
∑

xnyn∈Xn×Yn

PXnY n(xnyn)αρ1n exp{−nρ1R(Φn)}

(∑
x̂n∈Xn PXnY n(x̂nyn)1/(1+ρ1)

PXnY n(xnyn)1/(1+ρ1)

)ρ1

= αρ1n exp{−nρ1R(Φn)}
∑
yn∈Yn

( ∑
xn∈Xn

PXnY n(xnyn)1/(1+ρ1)

)1+ρ1

= exp{−n[ρ1(R(Φn)− lnαn/n)− J
(n)
10 (ρ1)]}, (3.3.14)

若进一步令该上界最小化，即令 (3.3.14) 中的指数最大化，我们就得到了 (3.3.7) 中的
第一项。同理可以估计出 (3.3.13) 中第二、三项的上界，即 (3.3.7) 中的第二、三项，
因此定理得证。

在 Gallager的书 [44, Exercise 5.16] 中，Gallager对信源信道联合编码进行分析时，
也获得了一个类似于 (3.3.11) 的函数（当然概率分布是一维的），然而就笔者所知，在
关于 Slepian-Wolf 问题的研究文献中并未见类似于定理3.1的结果。虽然运用类型论也
可以在平稳无记忆信源下获得与定理3.1 类似（应该可以证明等价）的错误指数，但其
有效性仅仅局限于平稳无记忆信源，而我们的方法是不依赖于大数定理的，所以在一

般信源下仍然有效。

要理解定理3.1，就必须熟悉函数 (3.3.9)、(3.3.10) 和 (3.3.11) 的特性。通过运用分
析的技巧，我们得到如下引理。

引理 3.1 定义函数

J0(x)
△
= ln

m∑
i=1

(
n∑
j=1

p
1/x
ij

)x

, x > 0, (3.3.15)

式中 m ≥ 1， n ≥ 1，且 pij 为满足
∑m

i=1

∑n
j=1 pij = 1 的非负实数，于是

dJ0(x)

dx
=

m∑
i=1

Pi(x)
n∑
j=1

Qij(x) ln
1

Qij(x)
≥ 0, (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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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J0(x)

dx2
=

m∑
i=1

Pi(x)

(
n∑
j=1

Qij(x) ln
1

Qij(x)

)2

−

(
m∑
i=1

Pi(x)
n∑
j=1

Qij(x) ln
1

Qij(x)

)2

+

1

x

m∑
i=1

Pi(x)

[
n∑
j=1

Qij(x)

(
ln 1

Qij(x)

)2

−

(
n∑
j=1

Qij(x) ln
1

Qij(x)

)2]
, (3.3.17)

式中

Pi(x)
△
=

(∑n
j′=1 p

1/x
ij′

)x
∑m

i′=1

(∑n
j′=1 p

1/x
i′j′

)x , Qij(x)
△
=

p
1/x
ij∑n

j′=1 p
1/x
ij′

, (3.3.18)

于是
d2J0(x)

dx2
≥ 0, (3.3.19)

当且仅当存在一个整数 K（1 ≤ K ≤ n）使得对于每个 i 下式成立时取等号，

pij∑n
j=1 pij

=
1

K
或 0, 或

n∑
j=1

pij = 0. (3.3.20)

引理3.1中的部分结果可以用 Gallager 在 [43] 中的方法来证明，即运用 Hölder 不
等式，但是，我们选择了直接计算一阶和二阶导数的证明方法，并且通过一定的观察，

将计算所得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用两个带参数的概率分布函数表征出来。在笔者看

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形式，直觉上感觉其中可能包含着许多有待于探究的分析和

几何方面的特性。

证明： 我们首先验证 (3.3.16) 和 (3.3.17) 是正确的，先计算函数 J0(x) 的一阶导

数。

dJ0(x)

dx
=

1∑m
i=1

(∑n
j=1 p

1/x
ij

)x m∑
i=1

(
n∑
j=1

p
1/x
ij

)x(
ln

n∑
j=1

p
1/x
ij + x

∑n
j=1 p

1/x
ij ln pij(− 1

x2
)∑n

j=1 p
1/x
ij

)

=
m∑
i=1

(∑n
j′=1 p

1/x
ij′

)x
∑m

i′=1

(∑n
j′=1 p

1/x
i′j′

)x n∑
j=1

p
1/x
ij∑n

j′=1 p
1/x
ij′

ln
∑n

j′=1 p
1/x
ij′

p
1/x
ij

.

应用条件熵的非负性就可证明一阶导数的非负性。

然后计算二阶导数。

d2J0(x)

dx2

=
m∑
i=1


(∑n

j′=1 p
1/x
ij′

)x
∑m

i′=1

(∑n
j′=1 p

1/x
i′j′

)x
′

n∑
j=1

Qij(x) ln
1

Qij(x)

+
m∑
i=1

Pi(x)

(
n∑
j=1

p
1/x
ij∑n

j′=1 p
1/x
ij′

ln
∑n

j′=1 p
1/x
ij′

p
1/x
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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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1


(∑n

j′=1 p
1/x
ij′

)x∑n
j′=1Qij′(x) ln 1

Qij′ (x)∑m
i′=1

(∑n
j′=1 p

1/x
i′j′

)x
−

(∑n
j′=1 p

1/x
ij′

)x∑m
i′=1

(∑n
j′=1 p

1/x
i′j′

)x∑n
j′=1Qi′j′(x) ln 1

Qi′j′ (x)[∑m
i′=1

(∑n
j′=1 p

1/x
i′j′

)x]2


n∑
j=1

Qij(x) ln
1

Qij(x)

+
m∑
i=1

Pi(x)


n∑
j=1

p1/xij ln pij(− 1
x2
)∑n

j′=1 p
1/x
ij′

−
p
1/x
ij

∑n
j′=1 p

1/x
ij′ ln pij′(− 1

x2
)(∑n

j′=1 p
1/x
ij′

)2
 ln 1

Qij(x)

−
n∑
j=1

Qij(x)
1

Qij(x)

p1/xij ln pij(− 1
x2
)∑n

j′=1 p
1/x
ij′

−
p
1/x
ij

∑n
j′=1 p

1/x
ij′ ln pij′(− 1

x2
)(∑n

j′=1 p
1/x
ij′

)2



=
m∑
i=1

Pi(x)

(
n∑
j=1

Qij(x) ln
1

Qij(x)

)2

−

(
m∑
i=1

Pi(x)
n∑
j=1

Qij(x) ln
1

Qij(x)

)2

+
1

x

m∑
i=1

Pi(x)

[
n∑
j=1

Qij(x)

(
ln 1

Qij(x)

)2

−

(
n∑
j=1

Qij(x) ln
1

Qij(x)

)2]
.

应用 Jensen 不等式和函数 y = x2 的凸函数特性，就可以推出 (3.3.19) 和 (3.3.20) 故引
理得证。

由引理3.1知，函数 (3.3.9)、(3.3.10) 和 (3.3.11) 都是递增的凸函数，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证明指数 (3.3.8) 是连续、递增的凸函数。

推论 3.1 定义函数

J(R) = max
1≤x≤2

{(x− 1)R− J0(x)}, R ≥ 0 (3.3.21)

则 J(R) 是一个连续、递增的凸函数，且

J(R) =


0, 0 ≤ R ≤ J ′

0(1) (3.3.22a)

(a− 1)R− J0(a), J ′
0(1) < R = J ′

0(a) < J ′
0(2) (3.3.22b)

R− J0(2), R ≥ J ′
0(2) (3.3.22c)

证明： 我们只证明 J(R) 是一个连续递增的凸函数，至于 (3.3.22)，其主干部分已
蕴含在下述证明中。我们假设

J ′
0(2) > J ′

0(1), J ′
0(1) ≤ R ≤ J ′

0(2),

至于其他情形，都十分简单。

由引理3.1知，对于所有的 1 ≤ x ≤ 2， J ′′
0 (x) > 0。因此，对于 J ′

0(1) ≤ R ≤ J ′
0(2)，

J(R) = (y(R)− 1)R− J0(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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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R) 由下式以隐函数的方式定义。

J ′
0(y(R)) = R.

由上述等式可知，函数 y(R) 是可微的，且

J ′′
0 (y(R))y

′(R) = 1.

故函数 J(R) 是可微的。我们分别计算其一阶、二阶导数，如下：

J ′(R) = y′(R)R + y(R)− 1− J ′
0(y(R))y

′(R)

= y′(R)(R− J ′
0(y(R))) + y(R)− 1

= y(R)− 1 ≥ 0.

J ′′(R) = y′(R) =
1

J ′′
0 (y(R))

> 0.

所以函数 J(R) 是递增和凸的。

由推论3.1，我们就可以得到函数 J(R) 大致的草图（如图3.5）。定理3.1 中的三个
错误指数函数，即 (3.3.8)，其函数曲线与图3.5类似，只是具体取值不同。

  

)1(0J ′ )2(0J ′ R

)(RJ

图 3.5: 函数 J(R) 的草图

接下来，我们将用所获得的结果来证明相关平稳无记忆信源下 Slepian-Wolf 定理
的正命题部分（Direct Part），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将利用无记忆的特性对函数 (3.3.9)、
(3.3.10) 和 (3.3.11) 作进一步的化简。

推论 3.2 若随机序列 XnY n 满足独立性条件，即

PXnY n(xnyn) =
n∏
i=1

PXiYi(xiyi), ∀xnyn ∈ X n×Yn,



3.3 SLEPIAN-WOLF 系统 MAP 译码错误概率的分析 53

则 (3.3.9)、(3.3.10) 和 (3.3.11) 式可以化简为

J
(n)
10 (ρ1) =

1

n

n∑
i=1

ln
∑
y∈Y

(∑
x∈X

PXiYi(xy)
1/(1+ρ1)

)1+ρ1

, (3.3.23)

J
(n)
20 (ρ2) =

1

n

n∑
i=1

ln
∑
x∈X

(∑
y∈Y

PXiYi(xy)
1/(1+ρ2)

)1+ρ2

, (3.3.24)

J
(n)
30 (ρ3) =

1

n

n∑
i=1

ln
( ∑
xy∈X×Y

PXiYi(xy)
1/(1+ρ3)

)1+ρ3

. (3.3.25)

证明： 我们仅给出 (3.3.23) 的证明，其他的证明类似。

J
(n)
10 (ρ1) =

1

n
ln
∑
yn∈Yn

( ∑
xn∈Xn

n∏
i=1

PXiYi(xiyi)
1/(1+ρ1)

)1+ρ1

=
1

n
ln
∑
yn∈Yn

(
n∏
i=1

∑
x∈X

PXiYi(xyi)
1/(1+ρ1)

)1+ρ1

=
1

n
ln
∑
yn∈Yn

n∏
i=1

(∑
x∈X

PXiYi(xyi)
1/(1+ρ1)

)1+ρ1

=
1

n
ln

n∏
i=1

∑
y∈Y

(∑
x∈X

PXiYi(xy)
1/(1+ρ1)

)1+ρ1

=
1

n

n∑
i=1

ln
∑
y∈Y

(∑
x∈X

PXiYi(xy)
1/(1+ρ1)

)1+ρ1

.

现在，我们将着手证明 Slepian-Wolf 定理的正命题部分。

定理 3.2 (Slepian-Wolf 定理正命题部分（平稳无记忆信源）) 若相关信源为平稳无
记忆信源 XY，则以下区域

{(R1, R2)|R1 ≥ H(X|Y ), R2 ≥ H(Y |X), R1 +R2 ≥ H(XY )} (3.3.26)

内的速率对是可达的。

证明： 由推论3.2以及信源的平稳性，我们有

J
(n)
10 (ρ1) = ln

∑
y∈Y

(∑
x∈X

PXY (xy)
1/(1+ρ1)

)1+ρ1

,

J
(n)
20 (ρ2) = ln

∑
x∈X

(∑
y∈Y

PXY (xy)
1/(1+ρ2)

)1+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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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n)
30 (ρ3) = ln

( ∑
xy∈X×Y

PXY (xy)
1/(1+ρ3)

)1+ρ3

.

于是，指数 (3.3.8) 都是常数，所以只需证明其何时为正值。结合推论3.1，我们知道当

R >
dJ

(n)
10 (ρ1)

dρ1

∣∣∣∣∣
ρ1=0

= H(X|Y )

时， J
(n)
1 (R) > 0。同理，也可得到当 R > H(Y |X) 时， J

(n)
2 (R) > 0；当 R > H(XY )

时， J
(n)
3 (R) > 0。接下来，我们用随机装箱（具体构造方法见 [23]）的方法来构造随

机编码器 Φn 和 Ψn，使其渐近速率满足

lim
n→∞

R(Φn) = R1, lim
n→∞

R(Ψn) = R2,

R1 和 R2 满足

R1 > H(X|Y ), R2 > H(Y |X), R1 +R2 > H(XY ).

显然 αn = βn = γn = 1。所以，对于充分大的 n，我们有

R(Φn)− lnαn/n = R(Φn) > H(X|Y ),

R(Ψn)− ln βn/n = R(Φn) > H(Y |X),

R(Φn) +R(Ψn)− ln γn/n = R(Φn) +R(Ψn) > H(XY ),

因此

lim
n→∞

E[P (n)
e (Φn,Ψn)] ≤ lim

n→∞

{
exp{−nJ (n)

1 (R(Φn)− lnαn/n)}

+ exp{−nJ (n)
2 (R(Ψn)− ln βn/n)}

+ exp{−nJ (n)
3 (R(Φn) +R(Ψn)− ln γn/n)}

}
= 0,

即所有满足

R1 > H(X|Y ), R2 > H(Y |X), R1 +R2 > H(XY )

的速率对都是可达的，由可达性的定义还可以证明其闭包是可达的，因此定理得证。

3.4 相关一般信源下 Slepian-Wolf 定理正命题的证明
在第3.3节中，我们运用分析的方法在相关平稳无记忆信源下证明了 Slepian-Wolf

定理的正命题部分，这种思路几乎是 Gallager 在信道编码中所运用技巧[43] 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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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也就存在其局限性。我们注意到，如果信源不再是平稳无记忆的，则错误指数

(3.3.8) 将可能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关于 n 的一个函数，所以 Gallager 的方法最多
只能证明 (3.3.7) 中的每一项是小于 1 的，却无法证明其收敛于 0，这也正是为什么这

数十年间，关于 Gallager 方法的讨论与应用都仅仅局限于离散无记忆信道（Discrete
Memoryless Channel, DMC）。在本节中，我们将发展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错误指数，
从而可以在相关一般信源下证明 Slepian-Wolf 定理的正命题部分。此外，我们也将该
方法应用于信道编码中的 Gallager 限 [43]，相应地将信道编码定理的正命题部分推广到

了一般信道（General Channel）。所有这一切说明，由 Gallager 方法推导出的错误概
率上界即使在一般信源或一般信道下仍然是十分紧的，而在我们之前，还没有人注意

到这一点。笔者甚至有如下猜测（类似的猜测也存在于信道编码中）：

当 n → ∞ 时，如果由 Gallager 方法得到的错误指数函数（对由 (3.3.8) 所
定义的三项错误指数函数取最小值）收敛于某个关于速率对的非零函数，

那么这个错误指数对于靠近可达速率区边界的某个集合中的速率对而言，

就是其最大的可达错误指数。

当然上述的猜测是针对较为一般的信源，对于某些特殊信源，其错误指数最大甚至可

能会达到无穷，上述的速率对集合极有可能退化为空集。

我们的主要方法就是运用不等式技巧对错误指数给出一个估计，并在信息谱理

论 [49] 的框架下建立有关的结果，所以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引入信息谱

理论中的两个新的极限概念。对于任意的一个实值随机变量序列 {Zn}∞n=1，我们定义

其依概率上极限（Limit Superior in Probability）和依概率下极限（Limit Inferior in
Porbability）分别为

p-lim sup
n→∞

Zn
△
= inf

{
α
∣∣∣ lim
n→∞

Pr{Zn > α} = 0
}

(3.4.1)

和

p-lim inf
n→∞

Zn
△
= sup

{
β
∣∣∣ lim
n→∞

Pr{Zn < β} = 0
}
. (3.4.2)

现在，我们开始运用不等式技巧对错误指数进行估计。

引理 3.2 令 XY 为一个相关一般信源，满足条件 |X | < ∞，于是对于任意 δ > 0，存

在一个序列 {ρn}∞n=1 定义为

ρn
△
=

min{
−1

2
ln ϵn(δ)

n(ln |X | −H(X|Y )− δ)
, 1}, H(X|Y ) < ln |X | − δ (3.4.3a)

1, H(X|Y ) ≥ ln |X | − δ (3.4.3b)

使得对于任何 n ∈ Z+，

J
(n)
10 (ρn) ≤ ρn(H(X|Y ) + δ) +

3 ln 2
n

,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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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
(n)
10 (ρ) 由 (3.3.9) 定义， H(X|Y ) 为谱的条件上确界熵率（Spectral Conditional

Sup-Entropy Rate[49]），定义为

H(X|Y )
△
= p-lim sup

n→∞

1

n
ln 1

PXn|Y n(Xn|Y n)
, (3.4.5)

而

ϵn(δ)
△
= Pr{ 1

n
ln 1

PXn|Y n(Xn|Y n)
> H(X|Y ) + δ}. (3.4.6)

引理3.2只给出了函数 (3.3.9) 的渐近特性，函数 (3.3.10) 和 (3.3.11) 的渐近特性类
似，只需将相应的随机变量作一下替换。

证明：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对于所有的 yn ∈ Yn， PY n(yn) > 0。然后，我们定

义

A(yn, δ) =

{
xn ∈ X n

∣∣∣∣1n ln 1

PXn|Y n(xn|yn)
≤ H(X|Y ) + δ

}
, (3.4.7)

于是由定义 (3.4.5) 和 (3.4.6) 有∑
yn∈Yn

PXnY n(A(yn, δ)c, yn) = ϵn(δ), lim
n→∞

ϵn(δ) = 0.

我们再定义

B(δ) =
{
yn∈Yn

∣∣∣PXn|Y n(A(yn, δ)c|yn)<ϵn(δ)
1
2

}
, (3.4.8)

由此可推出

PY n(B(δ)c) =
∑

yn∈B(δ)c

PY n(yn)

≤
∑

yn∈B(δ)c

PXnY n(A(yn, δ)c, yn)

ϵn(δ)
1
2

≤
∑

yn∈Yn PXnY n(A(yn, δ)c, yn)

ϵn(δ)
1
2

= ϵn(δ)
1
2 . (3.4.9)

于是，

exp{nJ (n)
10 (ρn)} =

∑
yn∈B(δ)

PY n(yn)
( ∑
xn∈A(yn,δ)

PXn|Y n(xn|yn)
1

1+ρn

+
∑

xn∈A(yn,δ)c
PXn|Y n(xn|yn)

1
1+ρn

)1+ρn
+

∑
yn∈B(δ)c

( ∑
xn∈Xn

PXnY n(xnyn)
1

1+ρn

)1+ρn
(a)

≤
∑

yn∈B(δ)

PY n(yn)
(
e

nρn
1+ρn

(H(X|Y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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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nρn
1+ρnPXn|Y n(A(yn, δ)c|yn)

1
1+ρn

)1+ρn
+

∑
yn∈B(δ)c

|X |nρnPY n(yn)

(b)

≤
∑

yn∈B(δ)

PY n(yn)
(
e

nρn(H(X|Y )+δ)
1+ρn + |X |

nρn
1+ρn ϵn(δ)

1
2(1+ρn)

)1+ρn
+ |X |nρnϵn(δ)

1
2

(c)

≤ enρn(H(X|Y )+δ)+2 ln 2 + |X |nρnϵn(δ)
1
2

(d)

≤ enρn(H(X|Y )+δ)+3 ln 2,

式中 (a) 利用了 (3.4.7) 和 Jensen 不等式（或 Hölder 不等式），(b) 利用了 (3.4.8) 和
(3.4.9)，(c) 和 (d) 利用了 (3.4.3)。故 (3.4.4) 得证。

利用引理3.2的结果，我们得到如下关于错误概率指数的定理。

定理 3.3 对于一个相关一般信源 XY，错误概率指数 J
(n)
i (R)（1 ≤ i ≤ 3）有如下性

质：

若 R > H(X|Y )，则当 n→ ∞ 时，nJ (n)
1 (R) → ∞

若 R > H(Y |X)，则当 n→ ∞ 时，nJ (n)
2 (R) → ∞

若 R > H(XY )，则当 n→ ∞ 时，nJ (n)
3 (R) → ∞

式中 H(X|Y )、 H(Y |X) 和 H(XY ) 为信息谱理论[49] 中定义的谱的（条件）上确界

熵率。

证明： 由引理3.2知，对于任意的 δ > 0，

nJ
(n)
1 (R) ≥ n(ρnR− J

(n)
10 (ρn)) ≥ nρn(R−H(X|Y )− δ)− 3 ln 2, (3.4.10)

式中 ρn 由 (3.4.3) 定义。因为当 n → ∞ 时， nρn → ∞，所以当 n → ∞，对于充分
小的 δ，下界 (3.4.10) 也趋于无穷，于是 nJ

(n)
1 (R) → ∞。同理可证明定理中关于指数

J
(n)
2 (R) 和 J

(n)
3 (R) 的性质。

运用定理3.3，就可以在相关一般信源的条件下证明 Slepian-Wolf 定理的正命题部
分。

定理 3.4 (Slepian-Wolf 定理正命题部分（一般信源）) 若相关信源为一般信源XY，

则以下区域

{(R1, R2) : R1 ≥ H(X|Y ), R2 ≥ H(Y |X), R1 +R2 ≥ H(XY )} (3.4.11)

内的速率对是可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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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证明略。其主要思路与定理3.3.26的证明类似，只不过应用定理3.3而不是
推论3.1来完成证明。
运用相似的方法，我们也证明了信道编码中 Gallager 限在一般信道（General

Channel）下是十分紧的，即可以证明一般信道下信道编码定理的正命题部分。
首先定义一般信道为序列 W = {W n}∞n=1，其中 W n = W n(·|·) 是一个任意的条件

概率分布，对于每个 n ∈ Z+ 满足∑
yn∈Yn

W n(yn|xn) = 1, ∀xn ∈ X n.

其次，定义 Gallager 限中的一个重要函数

E
(n)
0 (ρ,X)

△
= − 1

n
ln
∑
yn∈Yn

( ∑
xn∈Xn

PXn(xn)W n(yn|xn)1/(1+ρ)
)1+ρ

. (3.4.12)

于是，我们有如下引理。

引理 3.3 令 X 为一个一般信源， W 为一个一般信道，则对于任意的 0 < δ <

I(X;Y )，存在一个序列 {ρn}∞n=1 定义为

ρn = min{
−1

2
ln ϵn(δ)

n(I(X;Y )− δ)
, 1}, (3.4.13)

使得对于任意的 n ∈ Z+,

E
(n)
0 (ρn,X) ≥ ρn(I(X;Y )− δ)− 3 ln 2

n
, (3.4.14)

式中 Y 为信道的输出，而 I(X;Y ) 为谱的下确界互信息率（spectral inf-mutual
information rate[49]），定义为

I(X;Y )
△
= p-lim inf

n→∞

1

n
lnW

n(Y n|Xn)

PY n(Y n)
, (3.4.15)

而

ϵn(δ)
△
= Pr{ 1

n
lnW

n(Y n|Xn)

PY n(Y n)
< I(X;Y )− δ}. (3.4.16)

证明：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对于所有的 yn ∈ Yn， PY n(yn) > 0。然后，我们定

义

A(yn, δ) =

{
xn ∈ X n

∣∣∣∣ 1n lnW n(yn|xn)
PY n(yn)

≥ I(X;Y )− δ

}
, (3.4.17)

于是由定义 (3.4.15) 和 (3.4.16) 有∑
yn∈Yn

PXnY n(A(yn, δ)c, yn) = ϵn(δ), lim
n→∞

ϵn(δ)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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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定义

B(δ) =
{
yn ∈ Yn

∣∣∣PXn|Y n(A(yn, δ)c|yn)<ϵn(δ)
1
2

}
, (3.4.18)

由此可推出

PY n(B(δ)c) =
∑

yn∈B(δ)c

PY n(yn)

≤
∑

yn∈B(δ)c

PXnY n(A(yn, δ)c, yn)

ϵn(δ)
1
2

≤
∑

yn∈Yn PXnY n(A(yn, δ)c, yn)

ϵn(δ)
1
2

= ϵn(δ)
1
2 . (3.4.19)

于是，

exp{−nE(n)
0 (ρn,X)} =

∑
yn∈B(δ)c

( ∑
xn∈Xn

PXn(xn)
ρn

1+ρnPXnY n(xnyn)
1

1+ρn

)1+ρn
+
∑

yn∈B(δ)

PY n(yn)
( ∑
xn∈Xn

PXn(xn)
ρn

1+ρnPXn|Y n(xn|yn)
1

1+ρn

)1+ρn
(a)

≤
∑

yn∈B(δ)c

PY n(yn) +
∑

yn∈B(δ)

PY n(yn)[ ∑
xn∈A(yn,δ)c

PXn(xn)
ρn

1+ρnPXn|Y n(xn|yn)
1

1+ρn +

∑
xn∈A(yn,δ)

PXn|Y n(xn|yn)( PXn(xn)

PXn|Y n(xn|yn)
)

ρn
1+ρn

]1+ρn
(b)

≤ ϵn(δ)
1
2 +

∑
yn∈B(δ)

PY n(yn)
(
PXn|Y n(A(yn, δ)c|yn)

1
1+ρn

+ e−
nρn
1+ρn

(I(X;Y )−δ)
)1+ρn

(c)

≤
∑

yn∈B(δ)

PY n(yn)
(
ϵn(δ)

1
2(1+ρn) + e−

nρn(I(X;Y )−δ)
1+ρn

)1+ρn
+ ϵn(δ)

1
2

(d)

≤ e−nρn(I(X;Y )−δ)+2 ln 2 + ϵn(δ)
1
2

(e)

≤ e−nρn(I(X;Y )−δ)+3 ln 2,

式中 (a) 利用了 Hölder 不等式，(b) 利用了 (3.4.17)、(3.4.19) 与 Hölder 不等式，(c)
利用了 (3.4.18)，(d) 和 (e) 利用了 (3.4.13)。故 (3.4.14) 得证。

利用引理3.3的结果，我们得到如下关于信道编码 ML 译码错误概率指数的定理。

定理 3.5 令 W 为一个一般信道，如果编码速率

R < C(W )
△
= sup

X
I(X;Y ), (3.4.20)



60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 分布式信源编码

则函数

E(n)(R)
△
= max

Xn
max
0≤ρ≤1

{E(n)
0 (ρ,X)− ρR} (3.4.21)

满足当 n→ ∞ 时， nE(n)(R) → ∞。

证明： 对于任意的速率 R < C(W )，存在一个一般信源 X 使得 R < I(X;Y )。

然后由引理3.3，对于任意的 0 < δ < I(X;Y ) 有

nE(n)(R) ≥ n(E
(n)
0 (ρn,X)− ρnR) ≥ nρn(I(X;Y )− δ −R)− 3 ln 2. (3.4.22)

式中 ρn 由 (3.4.13) 定义。因为当 n → ∞ 时， nρn → ∞，所以当 n → ∞ 时，对于充
分小的 δ，下界 (3.4.22) 也趋于无穷，于是 nE(n)(R) → ∞。
由定理3.5就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信道编码定理的正命题部分。

定理 3.6 (信道编码定理正命题部分（一般信源）) 设信道为一个一般信道 W，则任

何速率 R < C(W ) 都是可达的。

证明： 根据 [44, (5.6.12)] 有

P (n)
e ≤ exp{−nE(n)(R)},

故结合定理3.5，就可以证明任何速率 R < C(W ) 都是可达的。

3.5 平稳无记忆信源下线性 Slepian-Wolf 系统 MAP
译码错误概率的分析

在上文中，我们对任意 Slepian-Wolf 系统的 MAP 译码错误概率进行了分析，
其中的编码器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非线性的。然而，在实际中，几乎所有的

Slepian-Wolf 系统都是由线性信道码构造的，所以有必要对基于线性信道码的线性
Slepian-Wolf 系统作进一步的性能分析。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假设相关信源是平稳无记忆的，并且我们还需要引入一

些与线性 Slepian-Wolf 系统有关的定义与符号。
我们假设字符集 X 和 Y 分别为 Galois域（有限域）GF (q1)和 GF (q2)，于是线性

编码器序列对 (ϕ, ψ) 可以定义为两个线性映射序列 ϕn : X n → X ln 和 ψn : Yn → Ymn。

一个线性编码器 ϕn 就是一个与线性信道码相关联的偶校验矩阵，线性信道码可

以定义为 Cϕn = {xn ∈ X n|ϕn(xn) = 0ln}。一个线性信道码的特性可以用其码谱来
很好地描述。一个信道码 Cϕn 的谱 定义为 {Su(Cϕn)}u∈Tn(X )，式中 Su(Cϕn) 为 Cϕn

中类型为 u 的码字数，而一个序列（或码字） xn ∈ X n 的类型 u = {ui}i∈X 为一
个 q1 维的整数向量， ui 表示 xn 中符号 i 出现的次数。我们将 X n 中所有 n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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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可能类型的集合记为 Tn(X )，同时定义 T ′
n(X )

△
= Tn(X )\{type(0n)}。于是，

线性编码器 ϕn 的谱可以定义为其对应的信道码 Cϕn 的谱，而一个随机编码器 Φn

的平均谱可以记为 {E[Su(CΦn)]}u∈Tn(X )。类似的符号也应用于编码器 ψn 和二维编

码器 (ϕn, ψn)。对于后者，我们将 (ϕn, ψn) 的谱记为 {Sw(C(ϕn,ψn))}w∈Tn(X×Y)，式中

w = {wi,j}(i,j)∈X×Y。此外，我们定义投影（Projection）映射 π1 : Tn(X×Y) → Tn(X )

和 π2 : Tn(X×Y) → Tn(Y) 为

π1(w) = {
∑
j∈Y

wi,j}i∈X , π2(w) = {
∑
i∈X

wi,j}j∈Y ,

同时定义嵌入（Injection）映射 ι1 : Tn(X ) → Tn(X × Y) 和 ι2 : Tn(Y) → Tn(X × Y) 分

别为

ι1(u)i,0 = ui, 当 j ̸= 0 时, ι1(u)i,j = 0;

ι2(v)0,j = vj, 当 i ̸= 0 时, ι2(v)i,j = 0.

由上述定义，我们就可以定义 T ′
n(X×Y)

△
= π−1

1 (T ′
n(X )) ∩ π−1

2 (T ′
n(Y))。

我们还需要引入记号 B(XY ) = {Bi,j(XY )}(i,j)∈X×Y，因为它将出现在后面所推导

出的公式中，其定义如下：

Bi,j(XY )
△
=

∑
xy∈X×Y

√
PXY (xy)PXY ((x+ i)(y + j)).

由 Cauchy-Schwartz 不等式, 我们知道

Bi,j(XY ) ≤
√ ∑

xy∈X×Y

PXY (xy)

√ ∑
xy∈X×Y

PXY ((x+ i)(y + j)) = 1,

当且仅当 PXY (xy) 在由 (i, j) 生成的循环加法子群的所有陪集中取相同的值时取等号。

给定一个类型 w ∈ Tn(X × Y)，我们进一步定义

[B(XY )]w
△
=

∏
(i,j)∈X×Y

[Bi,j(XY )]wi,j .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平稳无记忆信源下线性 Slepian-Wolf 系统的性能。

定理 3.7 对于一个相关的平稳无记忆信源 XY 和一对给定的随机线性编码器 Φn 和

Ψn （独立于信源），其平均 MAP 译码错误概率满足

E[P (n)
e (Φn,Ψn)] ≤

∑
u∈U

E[Su(CΦn)][B(XY )]ι1(u) + exp{−nJ̃1(R(Φn)− lnαn/n)}

+
∑
v∈V

E[Sv(CΨn)][B(XY )]ι2(v) + exp{−nJ̃2(R(Ψn)− ln βn/n)}

+
∑
w∈W

E[Sw(C(Φn,Ψn))][B(XY )]w + exp{−nJ̃3(R(Φn) +R(Ψn)− ln γn/n)},(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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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 V 和 W 分别为 T ′
n(X )、 T ′

n(Y) 和 T ′
n(X×Y) 的子集，且

J̃i(R)
△
= max

0≤ρi≤1
{ρiR− J̃i0(ρi)}, i = 1, 2, 3 (3.5.2)

J̃10(ρ1)
△
= ln

∑
y∈Y

(∑
x∈X

PXY (xy)
1/(1+ρ1)

)1+ρ1

, (3.5.3)

J̃20(ρ2)
△
= ln

∑
x∈X

(∑
y∈Y

PXY (xy)
1/(1+ρ2)

)1+ρ2

, (3.5.4)

J̃30(ρ3)
△
= ln

( ∑
xy∈X×Y

PXY (xy)
1/(1+ρ3)

)1+ρ3

, (3.5.5)

αn = max
u∈Uc

E[Su(CΦn)]q
ln
1(

n
u

) , (3.5.6)

βn = max
v∈V c

E[Sv(CΨn)]q
mn
2(

n
v

) , (3.5.7)

γn = max
w∈W c

E[Sw(C(Φn,Ψn))]q
ln
1 q

mn
2(

n
w

) , (3.5.8)

式中 U c △
= T ′

n(X )\U， V c △
= T ′

n(Y)\V， W c △
= T ′

n(X×Y)\W，
(
n
t

) △
= n!/

∏
i ti.

证明： 与定理3.1的证明类似，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三个 MAP 译码错误事件。

E1(ϕn, ψn)
△
= {xnyn ∈ X n×Yn|∃x̂n ̸= xn,

s. t. ϕn(x̂n) = ϕn(x
n), PXnY n(x̂nyn) ≥ PXnY n(xnyn)},

E2(ϕn, ψn)
△
= {xnyn ∈ X n×Yn|∃ŷn ̸= yn,

s. t. ψn(ŷn) = ψn(y
n), PXnY n(xnŷn) ≥ PXnY n(xnyn)},

E3(ϕn, ψn)
△
= {xnyn ∈ X n×Yn|∃x̂n ̸= xn, ∃ŷn ̸= yn,

s. t. ϕn(x̂n) = ϕn(x
n), ψn(ŷ

n) = ψn(y
n), PXnY n(x̂nŷn) ≥ PXnY n(xnyn)}.

由于对于任意的置换 δn ∈ Sn（Sn 表示定义在 n 个字符上的对称群），由平稳无记忆

信源生成的随机序列 XnY n 与置换后的随机序列 δn(X
nY n) 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即

δn(X
nY n)

d
= XnY n，式中 δn(x

nyn)
△
= (xδn(1)yδn(1), · · · , xδn(n)yδn(n))，所以我们考虑一个

在 Sn 上以等概率抽取的随机置换 ∆n，并令 Φ̂n = Φn ◦∆n， Ψ̂n = Ψn ◦∆n。于是平均

MAP 译码错误概率可以估计如下。

E[P (n)
e (Φn,Ψn)] = E[P (n)

e (Φ̂n, Ψ̂n)] ≤ E[
3∑
i=1

Pr{XnY n ∈ Ei(Φ̂n, Ψ̂n)}]

=
3∑
i=1

∑
xnyn∈Xn×Yn

PXnY n(xnyn)E[1Ei(Φ̂n,Ψ̂n)
(xnyn)]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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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不等式利用了随机编码器与相关信源相独立的事实。我们首先考虑如何估计

求和式 (3.5.9) 中第一项的上界。
受 [10] 中方法的启发，我们考虑一个改进的不等式

1E1(ϕ̂n,ψ̂n)
(xnyn) ≤

∑
type(x̂n−xn)∈U

√
PXnY n(x̂nyn)1ϕ̂−1

n (ϕ̂n(xn))
(x̂n)√

PXnY n(xnyn)

+

(∑
type(x̂n−xn)∈Uc PXnY n(x̂nyn)1/(1+ρ1)1ϕ̂−1

n (ϕ̂n(xn))
(x̂n)

PXnY n(xnyn)1/(1+ρ1)

)ρ1

,

式中 ρ1 ∈ [0, 1]。于是由 Jensen 不等式有

E[1E1(Φ̂n,Ψ̂n)
(xnyn)] ≤

∑
type(x̂n−xn)∈U

√
PXnY n(x̂nyn)Pr{Φ̂n(x̂

n) = Φ̂n(x
n)}√

PXnY n(xnyn)

+

(∑
type(x̂n−xn)∈Uc PXnY n(x̂nyn)1/(1+ρ1) Pr{Φ̂n(x̂

n) = Φ̂n(x
n)}

PXnY n(xnyn)1/(1+ρ1)

)ρ1

.

然后，我们计算概率 Pr{Φ̂n(x̂
n) = Φ̂n(x

n)}。

Pr{Φ̂n(x̂
n) = Φ̂n(x

n)} =
∑
ϕn

PΦn(ϕn)
∑
δn

P∆n(δn)Pr{ϕn(δn(x̂n − xn)) = 0ln}

=
∑
ϕn

PΦn(ϕn)
Stype(x̂n−xn)(Cϕn)

∏
i type(x̂n − xn)i!

n!

=
E[Stype(x̂n−xn)(CΦn)](

n
type(x̂n−xn)

) . (3.5.10)

于是，

E[1E1(Φ̂n,Ψ̂n)
(xnyn)]

≤
∑

type(x̂n−xn)∈U
√
PXnY n(x̂nyn)E[Stype(x̂n−xn)(CΦn)]/

(
n

type(x̂n−xn)
)√

PXnY n(xnyn)

+

(∑
type(x̂n−xn)∈Uc PXnY n(x̂nyn)1/(1+ρ1)E[Stype(x̂n−xn)(CΦn)]/

(
n

type(x̂n−xn)
)

PXnY n(xnyn)1/(1+ρ1)

)ρ1

≤
∑

u∈U E[Su(CΦn)]
(
n
u

)−1∑
type(x̃n)=u

√
PXnY n((xn + x̃n)yn)√

PXnY n(xnyn)

+ αρ1n q
−ρ1ln
1

(∑
x̂n∈Xn PXnY n(x̂nyn)1/(1+ρ1)

PXnY n(xnyn)1/(1+ρ1)

)ρ1

.

因此，(3.5.9) 中第一项的上界为∑
xnyn∈Xn×Yn

PXnY n(xnyn)E[1E1(Φ̂n,Ψ̂n)
(xn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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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U

E[Su(CΦn)]

(
n

u

)−1 ∑
type(x̃n)=u

∑
xnyn∈Xn×Yn

√
PXnY n(xnyn)PXnY n((xn + x̃n)yn)

+ αρ1n q
−ρ1ln
1

∑
yn∈Yn

( ∑
xn∈Xn

PXnY n(xnyn)1/(1+ρ1)

)1+ρ1

(a)
=
∑
u∈U

E[Su(CΦn)]

(
n

u

)−1 ∑
type(x̃n)=u

n∏
i=1

∑
xy∈X×Y

√
PXY (xy)PXY ((x+ x̃i)y)

+ αρ1n q
−ρ1ln
1

∑
yn∈Yn

n∏
i=1

(∑
x∈X

PXY (xyi)
1/(1+ρ1)

)1+ρ1

=
∑
u∈U

E[Su(CΦn)]
∏
i∈X

[Bi,0(XY )]ui + αρ1n q
−ρ1ln
1

∑
y∈Y

(∑
x∈X

PXY (xy)
1/(1+ρ1)

)n(1+ρ1)

=
∑
u∈U

E[Su(CΦn)][B(XY )]ι1(u) + exp{−n[ρ1(R(Φn)− lnαn/n)− J̃10(ρ1)]},

式中 (a) 与推论3.2的证明类似，利用了信源的平稳无记忆特性与和式乘积的算术法
则。通过使其第二项的错误指数在 ρ1 ∈ [0, 1] 上最大化，我们就获得了最紧的上界。式

(3.5.9) 中的后两项也可以作类似处理，从而定理得证。
定理3.7中的 (3.5.6)、 (3.5.7) 和 (3.5.8) 是三个关于 Slepian-Wolf 系统渐近性能的

重要指标。只有当

lim
n→∞

lnαn
n

= lim
n→∞

ln βn
n

= lim
n→∞

ln γn
n

= 0 (3.5.11)

时，系统才能渐近达到 Slepian-Wolf 限。以 αn 为例，我们注意到

αn = max
u∈Uc

E[Su(CΦn)]q
ln
1(

n
u

) = max
u∈Uc

E[Su(CΦn)]/q
n−ln
1(

n
u

)
/qn1

,

显然，其分母表示的就是在所有 n 长序列中随机选取一个序列，其类型为 u 的概率，

即相当于随机码的谱，所以， αn、 βn 和 γn 表示的就是线性码谱逼近随机码谱的程

度，而我们所期望的好码就是能够渐近逼近随机码谱的线性码，即满足 (3.5.11)。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计算 αn、 βn 和 γn。显然，我们必须首先计算出码谱

E[Su(CΦn)]、 E[Sv(CΨn)] 和 E[Sw(C(Φn,Ψn))]。前两项是必须计算的，那么可不可以利

用前两项的结果来计算第三项码谱呢？在一般情形下，这是不行的，但通过附加一些

额外的条件，还是可以做到的。

定理 3.8 若编码器 Φn 和 Ψn 是相互独立的，则

E[Sw(C(Φn,Ψn))] ≤ E[Sπ1(w)(CΦn)]E[Sπ2(w)(CΨn)], (3.5.12)

若 Ψn 对于任意的置换 δn ∈ Sn 还满足 Ψn ◦ δn
d
= Ψn，则

E[Sw(C(Φn,Ψn))](
n
w

) =
E[Sπ1(w)(CΦn)](

n
π1(w)

) ·
E[Sπ2(w)(CΨn)](

n
π2(w)

) . (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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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因为编码器 Φn 和 Ψn 是相互独立的，所以

E[Sw(C(Φn,Ψn))]

=
∑
ϕn,ψn

PΦn(ϕn)PΨn(ψn)
∑

type(xnyn)=w

1ϕn(xn)=0ln (x
n)1ψn(yn)=0mn (yn)

=
∑

type(xnyn)=w

∑
ϕn

PΦn(ϕn)1ϕn(xn)=0ln (x
n)
∑
ψn

PΨn(ψn)1ψn(yn)=0mn (yn)

≤
∑

type(xn)=π1(w)

∑
type(yn)=π2(w)

∑
ϕn

PΦn(ϕn)1ϕn(xn)=0ln (x
n)
∑
ψn

PΨn(ψn)1ψn(yn)=0mn (yn)

=

(∑
ϕn

PΦn(ϕn)Sπ1(w)(Cϕn)

)(∑
ψn

PΨn(ψn)Sπ2(w)(CΨn)

)
= E[Sπ1(w)(CΦn)]E[Sπ2(w)(CΨn)].

如果编码器 Φn和 Ψn不仅相互独立，而且对于任意的置换 δn ∈ Sn有Ψn◦δn
d
= Ψn，

则定理3.7 证明中诱导出的两个编码器 Φ̂n 和 Ψ̂n 也是相互独立的，其证明如下：

Pr{Φ̂n = ϕn, Ψ̂n = ψn} = Pr{Φn ◦∆n = ϕn,Ψn ◦∆n = ψn}

=
∑
δn

P∆n(δn)Pr{Φn ◦ δn = ϕn,Ψn ◦ δn = ψn}

=
∑
δn

P∆n(δn)Pr{Φn ◦ δn = ϕn}Pr{Ψn ◦ δn = ψn}

=
∑
δn

P∆n(δn)Pr{Φn ◦ δn = ϕn}Pr{Ψn = ψn}

=
∑
δn

P∆n(δn)Pr{Φn ◦ δn = ϕn}
∑
δ′n

P∆n(δ
′
n)Pr{Ψn ◦ δ′n = ψn}

= Pr{Φ̂n = ϕn}Pr{Ψ̂n = ψn}.

于是，由定理3.7证明中的恒等式 (3.5.10) 可以推出

E[Stype(x̃nỹn)(C(Φn,Ψn))](
n

type(x̃nỹn)
) = Pr{Φ̂n(x

n) = Φ̂n(x
n + x̃n), Ψ̂n(y

n) = Ψ̂n(y
n + ỹn)}

= Pr{Φ̂n(x
n) = Φ̂n(x

n + x̃n)}Pr{Ψ̂n(y
n) = Ψ̂n(x

n + x̃n)}

=
E[Stype(x̃n)(CΦn)](

n
type(x̃n)

) ·
E[Stype(ỹn)(CΨn)](

n
type(ỹn)

) ,

此即 (3.5.13)。
注意：一对非随机编码器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对特殊的相互独立的随机编码器，所

以对于非随机线性编码器 ϕn 和 ψn，我们有

E[Sw(C(ϕn,ψn◦∆̃n)
)](

n
w

) =
E[Sπ1(w)(Cϕn)](

n
π1(w)

) ·
E[Sπ2(w)(Cψn)](

n
π2(w)

) , (3.5.14)

式中 ∆̂n 是一个独立的、均匀分布下的随机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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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理3.8，我们开始意识到置换在 Slepian-Wolf 系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为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我们分析了一个基于非随机线性编码器和随机置换的

Slepian-Wolf 系统的性能。

定理 3.9 对于一个相关无记忆信源 XY 和一对给定的非随机线性编码器序列 ϕ =

{ϕn}∞i=1 和 ψ = {ψn}∞i=1，设其渐近速率分别为

R1 = lim
n→∞

R(Φn), R2 = lim
n→∞

R(Ψn), (3.5.15)

则对于任意的 J < min{J̃1(R1 − ϵ1), J̃2(R2 − ϵ2), J̃3(R1 +R2 − ϵ1 − ϵ2)} 有

lim
n→∞

Pr{−1

n
lnP (n)

e (ϕn, ψn ◦ ∆̂n) ≥ J} = 1

式中 ∆̂n 为一个独立的、均匀分布下的随机置换，

ϵ1 = lim sup
n→∞

1

n
ln max

u∈T ′
n(X )

E[Su(Cϕn)]q
ln
1(

n
u

) , (3.5.16)

ϵ2 = lim sup
n→∞

1

n
ln max

v∈T ′
n(Y)

E[Sv(Cψn)]q
mn
2(

n
v

) . (3.5.17)

证明： 由 (3.5.14) 和定理3.7、以及条件 (3.5.15)，同时取 U = V = W = ∅，我们
有，对于任意的 δ > 0，存在一个正整数 n1(δ) 使得对于所有的 n > n1(δ)，

E[P (n)
e (Φn,Ψn ◦ ∆̂n)] ≤ e−nJ̃1(R1−ϵ1−δ) + e−nJ̃2(R2−ϵ2−δ) + e−nJ̃3(R1+R2−ϵ1−ϵ2−δ).

其中 γn 的估计如下：

γn = max
w∈T ′

n(X×Y)

E[Sw(C(ϕn,ψn◦∆̂n)
)]qln1 q

mn
2(

n
w

)
= max

w∈π−1
1 (T ′

n(X ))∩π−1
2 (T ′

n(Y))

E[Sπ1(w)(Cϕn)]q
ln
1(

n
π1(w)

) ·
E[Sπ2(w)(Cψn)]q

mn
2(

n
π2(w)

)
≤ max

u∈T ′
n(X )

E[Su(Cϕn)]q
ln
1(

n
u

) · max
v∈T ′

n(Y)

E[Sv(Cψn)]q
mn
2(

n
v

)
= αnβn.

由推论3.1知，函数 J̃i(R) 是连续的，所以，对于充分小的 δ 和充分大的 n（即 n >

n2(δ)）有

E[P (n)
e (Φn,Ψn ◦ ∆̂n)] ≤ e−nJ̃1(R1−ϵ1−δ) + e−nJ̃2(R2−ϵ2−δ) + e−nJ̃3(R1+R2−ϵ1−ϵ2−δ) <

1

n
e−nJ .

于是，对于所有 n > max{n1(δ), n2(δ)}（δ 充分小），

Pr{− 1

n
lnP (n)

e (Φn,Ψn ◦ ∆̂n) < J} = Pr{P (n)
e (Φn,Ψn ◦ ∆̂n) > e−nJ}

(a)
<

1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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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 应用了 Markov 不等式，因而

lim
n→∞

Pr{−1

n
lnP (n)

e (Φn,Ψn ◦ ∆̂n) ≥ J} ≥ lim
n→∞

(1− 1

n
) = 1,

定理得证。

定理3.9告诉我们，如果 n 充分大，那么大部分置换都是足够好的，即足以帮助我

们以较少的好的线性编码器（即满足 ϵ1 = ϵ2 = 0 的编码器）为基础，构建性能优良的

Slepian-Wolf 系统。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在构建一个 Slepian-Wolf 系统时，可以准备
一系列针对不同速率的好的线性编码器，然后为每一个节点分配一个指定速率的编码

器和一个随机生成的交织器（即置换）。这样，即使对每一个速率只有一个编码器，也

可以通过不同的交织器，满足多个节点的需求。自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构造好

的线性编码器，于是，我们考虑分析基于 LDPC 码的线性编码器的性能。
低密度偶校验（Low Density Parity Check, LDPC）码是由 Gallager 于上世纪六十

年代提出的一类近 Shannon 限的好码[42]，然而，从 Gallager 的博士论文 [42] 到 Turbo
码[14] 的发明之间这一段时间，LDPC 码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遗忘了，其间仅有少许
值得注意的工作，如 Tanner 的工作[96]。随着 Turbo 码发明，LDPC 码又被 MacKay
等人重新发现[67]。目前，关于 LDPC 码的构造、分析和解码算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在这里，我们仅从原理上对 LDPC 码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LDPC 码之所以称为低密度偶校验码，是因为其对应的校验矩阵是一个稀疏矩阵
（这里，我们采用的约定为：设码字为 n 维的列向量 x，校验矩阵为 l × n 维的矩阵

A，且满足 Ax = 0）。以 Gallager 提出的二进制规则 LDPC 码[42] 为例，设其参数为

(c, d)，则其校验矩阵 A 中的每一行恰好有 d 个元素为 1，而每一列恰好有 c 个元素为

1，所以 ld = nc，于是矩阵中元素 1 的密度为 d
n
或 c

l
。对于 LDPC 码的研究常常会采

用双向图（Bipartite Graph）的形式（如图3.6），这是由 Tanner 在 [96] 中引入的一种
方法，一个双向图包含两类节点，一类节点代表码字序列中的每一个字符，称为变量

节点，另一类节点代表校验矩阵中的每一行方程，称为校验节点。校验矩阵中的一个

元素为 1 即代表其所在列的变量节点与所在行的校验节点间有一条边。根据图中变量

节点和校验节点所生长出边的条数（即度）的规律可以将 LDPC 码分为规则 LDPC 码
和非规则 LDPC 码。规则 LDPC 码就是 Gallager 提出的 LDPC 码，即每个变量节点
的度为 c，每个校验节点的度为 d；非规则 LDPC码则为变量节点和校验节点分别定义
了两个关于度分布的生成函数，变量节点与校验节点根据度分布以一定的比例取不同

的度。非规则 LDPC 码比规则 LDPC 码具有更好的性能，但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能设
计出好的关于度分布的生成函数，例如在 [83] 中，Richardson 等人设计出的 1/2 码率、

码长为 106 的非规则 LDPC码在二进制输入的加性白高斯噪声（Binary-Input Additive
White Gaussian Noise，BIAWGN）信道下，当误比特率达到 10−6 时，其每比特能量

仅比理论值高出 0.13dB。关于 LDPC 码的译码，主要采用迭代译码，其主要算法就是
和积算法（Sum-Product Algorithm），读者可参阅文献 [60] 的介绍。和积算法在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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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一个长度为 10 的 (3, 6) 规则 LDPC 码的双向图

图下是最优的，但是 LDPC 码所对应的双向图是有圈的，所以有大量的研究围绕着如
何构造具有尽可能大的最小圈（称为 Girth）的 LDPC 码。关于 LDPC 码的性能分析
主要有两个方向，一类是 ML 译码下性能的分析，如 [10]，其分析主要是基于 Gallager
限 [43] 和 LDPC 码的码谱，关于二进制 LDPC 码的码谱（即重量谱），文献 [65] 作了
极为全面的研究；另一类是迭代译码下性能的分析，如 [84]，其主要方法为密度进化
（Density Evolution）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迭代译码性能的分析技术还远未达到成熟。

目前，应用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基于 LDPC 码的 Slepian-Wolf 数据压缩系统，
所以，很有必要对基于 LDPC 码的 Slepian-Wolf 系统的性能进行分析。我们在分析中
所采用的 LDPC 码是 [10, Section IV] 中提出的一类 GF (q) 上的规则 LDPC 码，其本
质就是由规则双向图（Regular Bipartite Graph）构造二进制 LDPC 码方法的一种推
广。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其构造方法。首先，我们在 GF (q) 上构造一个参数为

(c, d) 的规则双向图，其中图的左边有 n 个变量节点（Variable Node），每个节点代表
GF (q) 上的一个变量符号，且每个节点的度为 c（即有 c 条边），图的右边有 l 个校验

节点（Check Node），每个节点的度为 d，并满足 nc = ld，于是 nc 条边将变量节点和

校验节点连接起来，每条边上标注一个非零 GF (q) 符号。然后，我们定义参数为 (c, d)

的规则图集合（Ensemble）。我们分别从变量节点和校验节点两边为每条边标上序号 1

至 nc，然后对于每个 i ∈ {1, 2, · · · , nc}，我们将左边的第 i 条边与右边的第 ∆̃n(i) 条边

联系起来，同时又为每一条边以等概率的方式赋予一个符号 g ∈ GF (q)\{0}，其中 ∆̃n

为一个独立的、均匀分布下的随机置换。最后，我们可以将上述的双向图变换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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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校验矩阵。具体方法为：矩阵中每个元素 Ai,j 对应于连接第 i 个校验节点和第 j 个

变量节点的所有边的标号在 GF (q) 上的和。

基于上述的 LDPC 码，就可以定义一类称为参数为 (c, d) 的 GF (q) 上的规则

LDPC 编码器 Φn，即由上述 (c, d) 规则图集合生成的偶校验矩阵集合，显然，其速率

R(Φn) 就是
c
d
ln q。现在，我们来分析规则 LDPC 编码器的性能。首先，我们列出证明

中将要使用的几个关于 LDPC 码性质的定理。

定理 3.10 ([10]，Theorem 8) GF (q) 上的一个 (c, d) 规则 LDPC 码的渐近归一化集
平均谱为

B(θ) = H(θ)− cH(λ)− cλ ln(q − 1) +
c

d
ln inf

sgn(x)=sgn(λ)

A(x)

xdλ
, (3.5.18)

式中 θ 表示一个满足
∑q−1

i=0 θi = 1 的 q 维有理数向量，信道码 C 的渐近归一化集平均

谱定义为

B(θ)
△
= lim

n→∞

1

n
lnE[Sn·θ(C)], (3.5.19)

λ = 1− θ0，

A(x) =
1

q
{[1 + (q − 1)x]d + (q − 1)(1− x)d}. (3.5.20)

定理 3.11 ([10]，Section IV) 考虑 GF (q) 上的一个 (c, d) 规则 LDPC 码的渐近归一
化集平均谱 B(θ)，并假设 q > 2。令 0 < δ < 1 为一任意实数，则

Jδ =

{
(θ0, · · · , θq−1)

∣∣∣∣∣0 ≤ θ0 ≤ 1− δ, θi ≥ 0, i = 1, · · · , q − 1,

q−1∑
i=0

θi = 1

}
. (3.5.21)

令 R 为一给定的正有理数，并令 R(θ) 为速率 R 下随机编码的归一化谱，于是对于任

意的 ϵ > 0，存在整数 d0 > 0 使得对于所有的 θ ∈ Jδ 和所有满足 d > d0 的 (c, d)，

B(θ) < R(θ) + ϵ, (3.5.22)

式中 R(θ)
△
= H(θ)− ln q +R)， R = (1− c/d) ln q。

定理 3.12 ([10]，Section IV) 固定速率 R = 1 − c/d，令 c ≥ 3。于是，存在一个仅

依赖于 R 和 q 的 γ > 0，使得

Pr{dmin ≤ γn} = O(n1−c/2) (3.5.23)

式中 dmin 是长度为 n、 GF (q) 上的一个随机选择的 (c, d) 规则 LDPC 码的最小
Hamming 距离。

下面，我们开始分析 LDPC 编码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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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3.13 令 XY 为一个相关平稳无记忆信源，令 ϵ 为一任意正实数，并假设 q1, q2 >

2 和 c1, c2 ≥ 3。于是对于足够大的 d1 和 d2，分别定义在 GF (q1) 和 GF (q2) 上的相互

独立的 (c1, d1) 规则 LPDC 编码器 Φn 和 (c2, d2) 规则 LPDC 编码器 Ψn（两者皆独立

于信源）满足对于任意的 J < min{J̃1(R1 − ϵ), J̃2(R2 − ϵ), J̃3(R1 +R2 − ϵ)}，

lim
n→∞

Pr{−1

n
lnP (n)

e (Φn,Ψn) ≥ J} = 1 (3.5.24)

式中 R1 =
c1
d1
ln q1， R2 =

c2
d2
ln q2。

证明： 由定理3.12知，存在 δ1, δ2 > 0 使得

Pr{dmin(CΦn) ≤ δ1n} = O(n1−c1/2) and Pr{dmin(CΨn) ≤ δ2n} = O(n1−c2/2),

因此为了证明定理，我们首先假设事件

Dn
△
= {ω ∈ Ω|dmin(CΦn) > δ1n, dmin(CΨn) > δ2n}

发生，进而考虑 MAP 译码错误的条件平均概率。因为当 n → ∞ 时， Pr(Dn) → 1，

所以对于充分大的 n，我们有

E[Su(CΦn)|Dn] ≤

{
0, 0 < wt(u) ≤ δ1n (3.5.25a)

2E[Su(CΦn)], wt(u) > δ1n (3.5.25b)

和

E[Sv(CΨn)|Dn] ≤

{
0, 0 < wt(v) ≤ δ2n (3.5.26a)

2E[Sv(CΨn)], wt(v) > δ2n (3.5.26b)

式中 wt(t) 表示类型为 t 的码字中非零元素的个数。

然后，我们估计 αn、 βn 和 γn 的值。令 U = {u|wt(u) ≤ δ1n}、 V = {v|wt(v) ≤
δ2n}、 W = π−1

1 (U) ∪ π−1
2 (V )，于是

1

n
lnαn =

1

n
lnmax

u∈Uc

E[Su(CΦn)|Dn]q
ln
1(

n
u

)
= max

u∈Uc

[
1

n
lnE[Su(CΦn)|Dn]−

1

n
ln
(
n
u

)
qln1

]
≤ max

u∈Uc

[
1

n
lnE[Su(CΦn)|Dn]−

1

n
lnE[Su(CΦn)]

]
+ max

u∈Uc

[
1

n
lnE[Su(CΦn)]−B(θ)

]
+ max

u∈Uc
[B(θ)−R(θ)] +max

u∈Uc

[
R(θ)− 1

n
ln
(
n
u

)
qln1

]
(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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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5.25) 知，当 n→ ∞ 时，(3.5.27) 中的第一项趋于 0。第二项的分析则依赖于 [10,
Theorem 10] 和定理3.10 （即 [10, Theorem 8]）的证明中获得的结果，即

1

n
lnE[Su(CΦn)] =

1

n
ln
[(

n

u

)
Pr{xn ∈ CΦn|type(xn) = u}

]
≤ H(θ) +

1

n
ln
⌊
A(x)c1n/d1

⌋
λc1n(

c1n
λc1n

)
(q1 − 1)λc1n

≤ H(θ)− c1H(λ) +
q1
n
ln(c1n+ 1)− c1λ ln(q1 − 1)

+
c1
d1
ln inf

sgn(x)=sgn(λ)

A(x)

xλd1

= B(θ) +
q1
n
ln(c1n+ 1),

式中 θi = ui/n， λ = 1− θ0， A(x) 由 (3.5.20) 定义。因此，当 n→ ∞ 时，(3.5.27) 中
的第二项在所有有效类型 u 上的值都将任意地接近于 0。由定理3.11知，当 d1 > d10

时，第三项会小于 ϵ
2
。最后一项随 n趋于无穷而趋于 0更是显然的。所以，当 d1 > d10

时，

lim
n→∞

1

n
lnαn <

ϵ

2
.

类似地，当 d1 > d10 和 d2 > d20 时，

lim
n→∞

1

n
ln βn <

ϵ

2
,

lim
n→∞

1

n
ln γn ≤ lim

n→∞

1

n
(lnαn + ln βn) < ϵ.

因此，当 d1 > d10 和 d2 > d20 时，对于充分大的 n 有 1
n
lnαn < ϵ， 1

n
ln βn < ϵ

和 1
n
ln γn < ϵ。于是由定理 3.7知，对于充分大的 n，条件平均译码错误概率

E[P
(n)
e (Φn,Ψn)|Dn] 满足

E[P (n)
e (Φn,Ψn)|Dn] ≤ e−nJ̃1(R1−ϵ) + e−nJ̃2(R2−ϵ) + e−nJ̃3(R1+R2−ϵ) <

1

n
e−nJ ,

即对于充分大的 n， − 1
n
ln(nE[P (n)

e (Φn,Ψn)|Dn]) > J。所以，对于充分大的 n 有

Pr{− 1

n
lnP (n)

e (Φn,Ψn) < J}

≤ Pr{− 1

n
lnP (n)

e (Φn,Ψn) < J |Dn}+ Pr(Dc
n)

≤ Pr
{
−1

n
lnP (n)

e (Φn,Ψn) < −1

n
ln(nE[P (n)

e (Φn,Ψn)|Dn])

∣∣∣∣Dn

}
+ Pr(Dc

n)

= Pr
{
P (n)
e (Φn,Ψn) > nE[P (n)

e (Φn,Ψn)|Dn]
∣∣Dn

}
+ Pr(Dc

n)
(a)
<

1

n
+ Pr(Dc

n),

式中 (a) 应用了 Markov 不等式，于是

lim
n→∞

Pr{− 1

n
lnP (n)

e (Φn,Ψn) ≥ J} ≥ lim
n→∞

(1− 1

n
− Pr(Dc

n)) = 1.

定理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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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3.13告诉我们，如果参数 d 和码长足够大，那么大多数（概率趋近于 1）

LDPC 编码器都是非常好的编码器。这一结果与文献 [77] 的结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在平稳无记忆信源下，我们的结果要更强一些。

定理3.13 和定理3.9实际上提示我们考虑一种新的对称 Slepian-Wolf 编码方案，如
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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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n 

交织器 1 交织器 2 交织器 n 

编码器 1 (速率 R1) 编码器 2 (速率 R2) 编码器 n (速率 Rn) 

不同速率的 
LDPC 编码器库 

交织器 生成器 

 基站 （利用联合分布进行迭代译码） 

图 3.7: 一个基于 LDPC 码和交织器的对称 Slepian-Wolf 编码方案

LDPC编码器库（交织器的长度大于等于 LDPC码的长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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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LDPC 码都是经过特别优化的，其性能是优越的。于是，整个 Slepian-Wolf
系统就具有非常丰富的码资源，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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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理3.9知，系统在
MAP 译码下的性能是有保障的。在接收端，我们采用了利用联合分布进行迭代译码的
算法 [21, 87]，它应该可以较好地逼近 MAP 译码的性能。

目前，关于对称编码方案的设计，在编码端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信道码

本分割方法[87, 93]，其主要思想就是选取一个好的信道码，然后根据各节点的速率要求，

将信道码的生成矩阵进行分割，为每个节点分配该生成矩阵的一个子矩阵作为生成矩

阵。另一种方法是信源剖分方法 [21]，其主要思想就是将各节点的信源进行分割，然后

采用非对称的压缩方法按一定的顺序进行压缩，从而达到对称编码的目的。然而，上

述两种方法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其仅适用于一些特殊的相关模型，

而第二种方法则由于剖分算法的引入导致系统结构和相关模型的复杂化，而且还需要

额外的方法来使信源数据在剖分算法中保持平等的地位，即不至于产生某些数据取值

更容易出错的问题。图3.7给出的对称编码方案就不存在上述问题，它适合于任意节点
数下的任何无记忆的相关模型，而且系统的结构非常的对称和简单，十分利于系统的

扩展，即增加一个节点不会对原有节点的码分配有任何影响。当然，其可行性仍有待

于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作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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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的思考
本节与前面的工作相对独立，我们将试图揭示关于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的一个

本质性问题。熟悉单用户无错通用信源编码的人都知道，通用编码的本质就是寻找一

个概率分布（可以将其称为先验概率分布），使其与某一类信源中的任意一个信源的散

度除以序列长度能够渐近趋向于零，可以用不太严格的数学形式表示如下：

lim
n→∞

1

n
sup
θ∈Θ

D(Xn
θ ||Y n) = 0, (3.6.1)

式中 Θ 代表这一类信源的参数空间。那么，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是不是也等价于寻
找某个先验概率分布呢？答案是肯定的，笔者相信这一事实已为少数熟悉信息谱方法

的专家们所了解，只是未见到有正式文献来说明这一点，故借撰写博士论文的机会对

其作一阐述。下面，我们将首先在信息谱理论[49] 的框架下建立关于先验信源与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之间的联系，然后用该结果来解释最小熵译码器[25, 26] 的原理。

由于在推导中将使用有关依概率上极限 (3.4.1) 和依概率下极限 (3.4.2) 的运算，所
以我们首先列出与这两个极限有关的一些性质。对于任意的实值随机变量序列 {Zn}∞n=1

和 {Vn}∞n=1，我们有

p-lim sup
n→∞

(Zn + Vn) ≤ p-lim sup
n→∞

Zn + p-lim sup
n→∞

Vn, (3.6.2)

p-lim inf
n→∞

(Zn + Vn) ≥ p-lim inf
n→∞

Zn + p-lim inf
n→∞

Vn, (3.6.3)

p-lim sup
n→∞

(Zn + Vn) ≥ p-lim inf
n→∞

Zn + p-lim sup
n→∞

Vn, (3.6.4)

p-lim inf
n→∞

(Zn + Vn) ≤ p-lim inf
n→∞

Zn + p-lim sup
n→∞

Vn, (3.6.5)

p-lim inf
n→∞

Zn ≤ p-lim sup
n→∞

Zn, (3.6.6)

p-lim sup
n→∞

(−Zn) = −p-lim inf
n→∞

Zn, (3.6.7)

p-lim sup
n→∞

Zn = p-lim inf
n→∞

Zn = c⇔ p- lim
n→∞

Zn = c. (3.6.8)

式 (3.6.8) 中的 p-limn→∞ Zn 就是概率论中常规的依概率收敛。

然后，我们列出下文中涉及到的所有量的定义。对于任意给定的相关一般信源

XY 和 X̂Ŷ，定义

H(XY )
△
= p-lim sup

n→∞

1

n
ln 1

PXnY n(XnY n)
, (3.6.9)

H(X|Y )
△
= p-lim sup

n→∞

1

n
ln 1

PXn|Y n(Xn|Y n)
, (3.6.10)

H(Y |X)
△
= p-lim sup

n→∞

1

n
ln 1

PY n|Xn(Y n|Xn)
,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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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Y ∥X̂Ŷ )
△
= p-lim sup

n→∞

1

n
ln PX

nY n(XnY n)

PX̂nŶ n(XnY n)
, (3.6.12)

D(X|Y ∥X̂|Ŷ )
△
= p-lim sup

n→∞

1

n
ln
PXn|Y n(Xn|Y n)

PX̂n|Ŷ n(Xn|Y n)
, (3.6.13)

D(Y |X∥Ŷ |X̂)
△
= p-lim sup

n→∞

1

n
ln
PY n|Xn(Y n|Xn)

PŶ n|X̂n(Y n|Xn)
. (3.6.14)

现在，我们将通过证明一系列的结果来揭示先验信源与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的
联系。

命题 3.1 对于任意给定的相关一般信源 XY 和 X̂Ŷ，我们有

p-lim sup
n→∞

1

n
ln 1

PX̂n|Ŷ n(Xn|Y n)
≤ H(X|Y ) +D(X|Y ∥X̂|Ŷ ), (3.6.15)

p-lim sup
n→∞

1

n
ln 1

PŶ n|X̂n(Y n|Xn)
≤ H(Y |X) +D(Y |X∥Ŷ |X̂). (3.6.16)

p-lim sup
n→∞

1

n
ln 1

PX̂nŶ n(XnY n)
≤ H(XY ) +D(XY ∥X̂Ŷ ), (3.6.17)

证明：

p-lim sup
n→∞

1

n
ln 1

PX̂n|Ŷ n(Xn|Y n)

= p-lim sup
n→∞

(
1

n
ln 1

PXn|Y n(Xn|Y n)
+

1

n
ln
PXn|Y n(Xn|Y n)

PX̂n|Ŷ n(Xn|Y n)

)

≤ p-lim sup
n→∞

1

n
ln 1

PXn|Y n(Xn|Y n)
+ p-lim sup

n→∞

1

n
ln
PXn|Y n(Xn|Y n)

PX̂n|Ŷ n(Xn|Y n)

= H(X|Y ) +D(X|Y ∥X̂|Ŷ ),

于是 (3.6.15) 得证，同理可证 (3.6.16) 和 (3.6.17)。

引理 3.4 假设相关信源为一般信源 XY，Slepian-Wolf 系统所知的先验信源为一般信
源 X̂Ŷ，则对于任意的 n ∈ Z+、 Ln 和Mn，存在编码器 ϕn 和 ψn，使得其译码错误

满足

P (n)
e (ϕn, ψn) ≤ Pr

{ 1
n
ln 1

PX̂n|Ŷ n(Xn|Y n)
≥ R1 − γ

or 1

n
ln 1

PŶ n|X̂n(Y n|Xn)
≥ R2 − γ

or 1

n
ln 1

PX̂nŶ n(XnY n)
≥ R1 +R2 − γ

}
+ 3e−nγ, (3.6.18)

式中 γ 为任意正实数， R1 =
1
n
ln |Ln|， R2 =

1
n
ln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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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证明方法与 [49, Lemma 7.2.1] 相同。
定义三个集合 T

(1)
n , T

(2)
n , T

(3)
n ∈ X n×Yn 如下：

T (1)
n =

{
xnyn

∣∣∣∣∣ 1n ln 1

PX̂n|Ŷ n(xn|yn)
< R1 − γ

}
, (3.6.19)

T (2)
n =

{
xnyn

∣∣∣∣∣ 1n ln 1

PŶ n|X̂n(yn|xn)
< R2 − γ

}
, (3.6.20)

T (3)
n =

{
xnyn

∣∣∣∣1n ln 1

PX̂nŶ n(xnyn)
< R1 +R2 − γ

}
, (3.6.21)

并令

Tn = T (1)
n ∩ T (2)

n ∩ T (3)
n .

于是，(3.6.18) 可以重写为

P (n)
e (ϕn, ψn) ≤ Pr{XnY n ̸∈ Tn}+ 3e−nγ. (3.6.22)

所以只需要证明存在 ϕn 和 ψn 使得 (3.6.22) 满足。我们的随机编码证明方法如下：
a) 随机编码：定义随机编码器 Φn 为：对于每一个 xn，以等概率的方式随机赋予

Φn(i) 为Mn 中的任意一个值，此即随机装箱（Random Binning）方法。同理可以定
义随机编码器 Ψn。

b) 译码算法：对于编码器的输出 (l,m) ∈ Ln×Mn，如果存在唯一的 xnyn 满足

Φn(x
n) = l， Ψn(y

n) = m，且 xnyn ∈ Tn，那么译码器输出 xnyn，否则输出任意一个

序列。

c) 错误概率的计算：产生译码错误的事件有如下四种：

E(0)
n = {XnY n ̸∈ Tn},

E(1)
n = {∃x̃n ̸= Xn : Φn(x̃

n) = Φn(X
n) and x̃nY n ∈ Tn},

E(2)
n = {∃ỹn ̸= Y n : Ψn(ỹ

n) = Ψn(Y
n) and Xnỹn ∈ Tn},

E(3)
n = {∃x̃n ̸= Xn, ∃ỹn ̸= Y n : Φn(x̃

n) = Φn(X
n),Ψn(ỹ

n) = Ψn(Y
n) and x̃nỹn ∈ Tn}.

于是，平均错误概率满足

E[P (n)
e (Φn,Ψn)] ≤ Pr{E(0)

n }+ Pr{E(1)
n }+ Pr{E(2)

n }+ Pr{E(3)
n }. (3.6.23)

显然，

Pr{E(0)
n } = Pr{XnY n ̸∈ Tn}.

接下来，我们计算 Pr{E(1)
n }。

Pr{E(1)
n } = Pr{∃x̃n ̸= Xn : Φn(x̃

n) = Φn(X
n) and x̃nY n ∈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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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nyn∈Xn×Yn

PXnY n(xnyn)Pr{∃x̃n ̸= xn : Φn(x̃
n) = Φn(x

n) and x̃nyn ∈ Tn}

=
∑

xnyn∈Xn×Yn

PXnY n(xnyn)
∑

x̃n ̸=xn:x̃nyn∈Tn

Pr{Φn(x̃
n) = Φn(x

n)}

=
∑

xnyn∈Xn×Yn

PXnY n(xnyn)
∑

x̃n ̸=xn:x̃nyn∈Tn

1

|Ln|

≤
∑

xnyn∈Xn×Yn

PXnY n(xnyn)
∑

x̃nyn∈Tn

1

|Ln|

=
∑

xnyn∈Xn×Yn

PXnY n(xnyn)|Sn(yn)|
1

|Ln|
, (3.6.24)

式中 Sn(y
n) = {xn ∈ X n|xnyn ∈ Tn}。另一方面，由于 (3.6.19) 保证了所有 xnyn ∈ Tn

都满足

PX̂n|Ŷ n(x
n|yn) ≥ enγ

|Ln|
,

所以，

|Sn(yn)| ≤ |Ln|e−nγ.

将上式代入 (3.6.24)，于是得到

Pr{E(1)
n } ≤

∑
xnyn∈Xn×Yn

PXnY n(xnyn)e−nγ = e−nγ.

同理可证

Pr{E(2)
n } ≤ e−nγ, Pr{E(3)

n } ≤ e−nγ.

所以，

E[P (n)
e (Φn,Ψn)] ≤ Pr{XnY n ̸∈ Tn}+ 3e−nγ,

这就确保了至少存在一对 ϕn 和 ψn 满足 (3.6.18)。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就可以得到以先验信源 X̂Ŷ 为知识的 Slepian-Wolf 系统的可

达速率区的一个子集。

定理 3.14 假设相关信源为一般信源 XY，Slepian-Wolf 系统所知的先验信源为一般
信源 X̂Ŷ，则以下区域

{(R1, R2) : R1 ≥ H(X|Y ) +D(X|Y ∥X̂|Ŷ ),

R2 ≥ H(Y |X) +D(Y |X∥Ŷ |X̂),

R1 +R2 ≥ H(XY ) +D(XY ∥X̂Ŷ )} (3.6.25)

内的速率对是可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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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由引理3.4知，对于区域 (3.6.25) 内的任意速率对 (R1, R2)，令

|Ln| =
⌈
en(R1+2γ)

⌉
, |Mn| =

⌈
en(R2+2γ)

⌉
,

γ 为任意的正实数，则存在编码器 ϕn 和 ψn，其译码概率满足

P (n)
e (ϕn, ψn) ≤ Pr

{ 1
n
ln 1

PX̂n|Ŷ n(Xn|Y n)
≥ 1

n
ln |Ln| − γ

or 1

n
ln 1

PŶ n|X̂n(Y n|Xn)
≥ 1

n
ln |Mn| − γ

or 1

n
ln 1

PX̂nŶ n(XnY n)
≥ 1

n
ln |Ln|+

1

n
ln |Mn| − γ

}
+ 3e−nγ

≤ Pr
{ 1
n
ln 1

PX̂n|Ŷ n(Xn|Y n)
≥ R1 + γ

or 1

n
ln 1

PŶ n|X̂n(Y n|Xn)
≥ R2 + γ

or 1

n
ln 1

PX̂nŶ n(XnY n)
≥ R1 +R2 + 3γ

}
+ 3e−nγ

≤ Pr
{ 1
n
ln 1

PX̂n|Ŷ n(Xn|Y n)
≥ R1 + γ

}
+ Pr

{ 1
n
ln 1

PŶ n|X̂n(Y n|Xn)
≥ R2 + γ

}
+ Pr

{ 1
n
ln 1

PX̂nŶ n(XnY n)
≥ R1 +R2 + 3γ

}
+ 3e−nγ

≤ Pr
{ 1
n
ln 1

PX̂n|Ŷ n(Xn|Y n)
≥ H(X|Y ) +D(X|Y ∥X̂|Ŷ ) + γ

}
+ Pr

{ 1
n
ln 1

PŶ n|X̂n(Y n|Xn)
≥ H(Y |X) +D(Y |X∥Ŷ |X̂) + γ

}
+ Pr

{ 1
n
ln 1

PX̂nŶ n(XnY n)
≥ H(XY ) +D(XY ∥X̂Ŷ ) + 3γ

}
+ 3e−nγ

结合命题3.1可知，当 n 趋于无穷时，上述四项皆趋于零。另一方面，由于 γ 是任意

的，故可选择一递减序列 {γk}∞k=1 满足 limk→∞ γk = 0，反复应用上述方法，由此得到

一个关于 k （行号）和 n（列号）的两维编码器序列 ϕk,n 和 ψk,n，然后对每一行编码

器，找出一个 N(k) 满足当 n ≥ N(k) 时，

P (n)
e (ϕk,n, ψk,n) ≤

1

k
,

显然， N(1) = 1。在此基础上我们定义函数

N ′(k)
△
=

{
N(1), k = 1 (3.6.26a)

max{N(k), N(k − 1) + 1}, k > 1 (3.6.26b)

于是，可以定义一个新的编码器序列 ϕ′
n 和 ψ′

n 为

ϕ′
n = ϕk(n),n, ψ′

n = ψk(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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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n) = max{k ∈ Z+|N ′(k) ≤ n}.

因为当 n 趋于无穷时， k(n) 也趋于无穷，所以

lim
n→∞

R(ϕ′
n) = lim

n→∞
ϕk(n),n = R1 + 2 lim

n→∞
γk(n) = R1,

lim
n→∞

R(ψ′
n) = lim

n→∞
ψk(n),n = R2 + 2 lim

n→∞
γk(n) = R2,

lim
n→∞

P (n)
e (ϕ′

n, ψ
′
n) = lim

n→∞
P (n)
e (ϕk(n),n, ψk(n),n) ≤ lim

n→∞

1

k(n)
= 0,

即速率对 (R1, R2) 是可达的。

由定理3.14很容易得到如下推论（证明略）。

推论 3.3 假设相关信源为一般信源 XY，Slepian-Wolf 系统所知的先验信源为一般信
源 X̂Ŷ，若满足

D(X|Y ∥X̂|Ŷ ) = 0, (3.6.27)

D(Y |X∥Ŷ |X̂) = 0, (3.6.28)

D(XY ∥X̂Ŷ ) = 0, (3.6.29)

则以下区域

{(R1, R2) : R1 ≥ H(X|Y ), R2 ≥ H(Y |X), R1 +R2 ≥ H(XY )}

内的速率对是可达的。

推论3.3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找到满足条件 (3.6.27)、(3.6.28) 和 (3.6.29) 的先验信
源 X̂Ŷ，那么从 Slepian-Wolf 编码的性能来看，它和真实信源并没有差别。所以，如
果对于一类信源，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信源，使其对于这一类信源都满足上述的条件，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已经找到了一种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的方法。
现在，我们将用上述理论结果来解释最小熵译码器。有关类型论的定义、符号和

性质，请参考 [24–27]，我们将直接采用 [25] 中的符号习惯而不再重复定义。
最小熵译码器可以定义如下：

men(l,m)
△
= arg min

xnyn∈ϕ−1
n (l)×ψ−1

n (m)
H(Pxnyn). (3.6.30)

式中， Pxnyn 就是序列 xnyn 的类型。对应于最小熵译码器，我们定义一个一般信源

X̂Ŷ 为

PX̂nŶ n(x
nyn) =

1

|Pn(X×Y)| · |J (Pxnyn)|
,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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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X×Y) 表示所有类型的集合，而 J (Pxnyn) 表示所有类型为 Pxnyn 的序列的

集合。因为
1

(n+ 1)|X ||Y| e
nH(Pxnyn ) ≤ |J (Pxnyn)| ≤ enH(Pxnyn ),

所以可以认为信源 X̂Ŷ 下的 MAP 译码器近似等价于最小熵译码器（笔者猜测两者应
该是精确等价的，但即使当 n 很大时，这一点也不是可以轻易证明的）。

下面，我们将证明以 (3.6.31) 为先验知识的 Slepian-Wolf 系统在平稳无记忆信源
下是一个通用编码系统。

定理 3.15 设相关平稳无记忆信源为 XY，则由 (3.6.31) 定义的一般信源 X̂Ŷ 满足

D(X|Y ∥X̂|Ŷ ) = 0, (3.6.32)

D(Y |X∥Ŷ |X̂) = 0, (3.6.33)

D(XY ∥X̂Ŷ ) = 0, (3.6.34)

所以由推论3.3知，以 X̂Ŷ 为知识的 Slepian-Wolf 系统在平稳无记忆信源下是一个通
用编码系统。

证明： 首先，我们来估计一般信源 X̂ 和 Ŷ 的概率分布。

PX̂n(x
n) =

∑
yn∈Yn

PX̂nŶ n(x
nyn)

=
∑

PXY ∈Pn(X×Y):PX=Pxn

∑
yn∈JY |X(xn)

1

|Pn(X×Y)| · |J (Pxnyn)|

=
∑

PXY ∈Pn(X×Y):PX=Pxn

1

|Pn(X×Y)| · |J (Pxn)|
,

于是，我们有
1

|Pn(X×Y)| · |J (Pxn)|
≤ PX̂n(x

n) ≤ 1

|J (Pxn)|
,

同理，
1

|Pn(X×Y)| · |J (Pyn)|
≤ PŶ n(y

n) ≤ 1

|J (Pyn)|
.

然后，我们来计算 D(X|Y ∥X̂|Ŷ )、 D(Y |X∥Ŷ |X̂) 和 D(XY ∥X̂Ŷ )。首先，计算

D(X|Y ∥X̂|Ŷ )，对于任意的 xnyn ∈ X n×Yn，我们有

1

n
ln
PXn|Y n(xn|yn)
PX̂n|Ŷ n(xn|yn)

=
1

n
ln PX

nY n(xnyn) · PŶ n(yn)

PX̂nŶ n(xnyn) · PY n(yn)

≤ 1

n
ln e

−n(D(Pxnyn∥X1Y 1)+H(Pxnyn )) · |Pn(X×Y)| · |J (Pxnyn)|
e−n(D(Pyn∥Y 1)+H(Pyn )) · |J (Pyn)|

= −D(X̃|Ỹ ∥X1|Y 1)−H(X̃|Ỹ ) +
1

n
ln |Pn(X×Y)|+ 1

n
ln |JX̃|Ỹ (y

n)|

≤ |X ||Y|
n

ln(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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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和 Ỹ 为哑元随机变量，满足 PX̃Ỹ = Pxnyn。推导中，我们应用了如下一些性

质：

PXnY n(xnyn) = e−n(D(Pxnyn∥X1Y 1)+H(Pxnyn )),

PY n(yn) = e−n(D(Pyn∥Y 1)+H(Pyn )),

D(X̃|Ỹ ∥X1|Y 1) ≥ 0,

|JX̃|Ỹ (y
n)| ≤ enH(X̃|Ỹ ),

|Pn(X×Y)| ≤ (n+ 1)|X ||Y|.

因此，对于任意正实数 α，存在正整数 N0(α)，使得当 n ≥ N0(α) 时，对于所有的

xnyn ∈ X n×Yn，
1

n
ln
PXn|Y n(xn|yn)
PX̂n|Ŷ n(xn|yn)

≤ α,

即对于充分大的 n，

Pr{ 1
n
ln
PXn|Y n(xn|yn)
PX̂n|Ŷ n(xn|yn)

> α} = 0,

由此推出

D(X|Y ∥X̂|Ŷ ) = 0,

同理可证

D(Y |X∥Ŷ |X̂) = 0,

D(XY ∥X̂Ŷ ) = 0,

故定理得证。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仅用信息谱的方法建立了先验信源与通用编码间的联系，

而且还成功地解释了最小熵译码器的原理，相信这种分析会对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
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即可以把通用编码的研究归结为两方面的工

作：一方面是先验信源的构造，另一方面是先验信源下低复杂性译码算法的设计。值

得注意的是，上述的理论分析只有在信息谱这一广义的信息论方法下才能获得成功，

因为我们为最小熵译码器所定义的先验信源是一个一般信源，它并不是一个随机过程。

3.7 本章小结

本章的主要贡献如下：

在第3.3节中，我们运用 Gallager方法分析了一般信源下 Slepian-Wolf系统在MAP
译码下的性能，给出了一个平均译码错误概率的上界（定理3.1）。通过对其错误指数函
数性质的分析（引理3.1，该引理本身也反映出一些有趣的性质），我们在平稳无记忆相
关信源下给出了 Slepian-Wolf 定理正命题部分的一个新证明（定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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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4节中，我们进一步结合不等式的技巧和信息谱方法的思想，以定理3.1为基
础，在一般信源下给出了 Slepian-Wolf定理正命题部分一个新证明（定理3.4）。应用相
同的技巧，我们也证明了信道编码中的 Gallager 限在一般信道下也是十分紧的，即可
以用于证明信道编码定理的正命题部分（定理3.5）。

在第3.5节中，我们对基于线性信道码的线性 Slepian-Wolf 系统在 MAP 译码下的
性能进行了分析，给出了一个改进的平均译码错误概率的上界（定理3.7），该上界将
系统的性能与线性码的谱联系了起来，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线性 Slepian-Wolf 系
统。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分析了基于随机置换和 LDPC 码的线性 Slepian-Wolf 系统
的性能（定理3.9和定理3.13），进而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称 Slepian-Wolf 编码方
案（图3.7），该方案相比现有的技术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在第3.6节中，我们运用信息谱方法建立了先验信源与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的联
系（定理3.14），而后运用该结果对最小熵译码器作了解释（定理3.15），揭示了最小熵
译码器的本质即为其所对应的先验信源 (3.6.31)，从而为今后通用 Slepian-Wolf 编码理
论和应用的研究指出了一条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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