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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域LT编码的一种新节点度分布函数  

张小弟，樊平毅 

（清华大学 电子工程系，北京 100084) 

 

摘要： 应用于有限域的Luby Transform (LT)编码

为一较新的研究领域。为了探讨有限域LT编码的

特点，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节点度分布函数，思想

是希望在相同的译码开销下提高译码成功率，但

又不会令编码矩阵失去稀疏性。通过数值仿真的

形式验证了新函数的具体效果。结果显示，在有

限域LT编码的环境下，随着编码域的增加，本文

所提出的新节点度分布函数比Luby提出的节点度

分布函数在译码失败率方面有显著的性能增益。

因此，本文提出的新节点度分布函数较适合于有

限域LT编码中使用。 

关键词： LT编码；喷泉编码；节点度分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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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Degree Distribution Function for LT 

codes over Finite Field 
CHEONG Siotai, FAN Pingyi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Luby Transform (LT) code over finite 

field is a recent research topic.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properties of LT codes over finite field, a novel 

degree distribution func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main thinking of our developed distribution 

function is to improve the decoding success rate with 

the same overhead, and still to keep the sparse 

property for the encoding matrix.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used to show the general 

performance of our novel function. Various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environment of 

LT codes over finite field, our new degree 

distribution function performs much better than the 

Luby’s degree distribution functions as the field size 

increasing. In conclusion, our novel degree 1 

distribution function is more suitable to be used in 

LT codes over finite field. 

Keywords: Luby Transform (LT) codes; Fountain 

codes; degree distribution; finit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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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喷泉编码[1][2][3]是一类无速率编码，其
核心思想是利用一个类似喷泉的编码形式，对任

何有限数据量的原始信息文本，可产生无限多个

编码数据包，并发送给用户。在用户端，只要正

确收集足够数量的数据包，就可以利用特定的解

码算法恢复原始信息文本。这样，可使网络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亦可减少反馈次数。数字喷

泉编码的这种无速率编码方式，对于传输链路的

特性和信噪比并无特别要求，只要能正确接收到

足够的数据包就可进行正确解码。 
    在数字喷泉编码的概念提出后，具体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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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码模式一直没有报道。2002年，Luby给出了
一种可行的设计方式，称为Luby转换码，简称LT
码[4]，其简洁的编译码设计使之具有良好的性能
及低运算复杂度。 

    LT码除了应用于二元编码外，更可以推广到
有限域（或称伽罗华域，Golas Field）上，本文所
著重讨论的亦是关于有限域上LT码的性能分析。 

及后，于2006年, Shokrollahi在LT码的基础
下，提出了Raptor码[5]的概念。它是将LT码与如
LDPC编码[6]等分组码作级联编码。由于其独特的
设计，巧妙地应用了LT码的特点与LDPC码解码算
法的特点，故使编码的复杂度略为增加，但译码

的复杂度则保持了与码字长度相匹配的线性增加

特征，适合于广播类型的应用。 
近期，关于非二元域的数字喷泉编码得到广

泛关注。 [7]给出了一类设计 G(q)域上数字喷泉
编码的模式，[8]讨论了将网络编码与G(q)域上数
字喷泉编码的组合设计模式. 有关非二元域数字
喷泉编码的研究正在不断扩张。 我们知道关于数
字喷泉编码的性能，特别是解码性能，与选择的

度分布函数有直接关系，而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有

报道。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有关节点度分布对

G(q)域上数字喷泉编码的性能影响，提出了一种
新的节点度分布函数，仿真结果表明随着有限域

的扩张，其增益越大。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首先，简述了二元随

机线性喷泉码及LT码的特性，以及其编译码方式。

及后，介绍应用于有限域中的随机线性喷泉码及

LT码的特性。针对应用于有限域的LT编码的特

性，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节点度分布函数，它的特

点是在提高译码成功率的前提下，又不会令编码

矩阵失去其稀疏性的特点，这有助于利用高斯消

元法进行成功译码。之后的部分将会是仿真结果

分析，最后对本文进行总结。 

1 二元随机线性喷泉码 
    假设一个由K个比特组成的数据文件，分别记
为s1,s2,...,sK。在第n个时隙内，随机的编码器会随
机产生K个二进制编码系数gn,1，gn,2，...，gn,k，相

应的编码输出为： 

                     （1） 

其中，编码矩阵为  

    假设{ui}为完整接收到的K个部份信息，相应

的编码子矩阵  

利用高斯消元法可得到其逆矩阵，因此: 

          （2）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适当设计的随机矩阵产
生方法，使得接收信息数略大于K时，就可以接近
1的概率获得一个可逆的子矩阵。额外接收的多余
的编码包的数量与码长之比通常被称为译码开

销。 
    对于此类数字喷泉编码，相应的译码开销
与译码失败率F的关系如下： 

               （3） 

 

2 二元LT码 
    2002年，Luby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数字喷泉编
码方式，称为LT码。Luby总结了之前的设计经验，
巧妙地解决了编译码复杂度的问题。 
 
2.1 LT码编码方式： 
对K个输入符号x1,x2,x3,...,xK，可以产生无限多个

输出符号y1,y2,y3,...,yK,...，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预定的节点度的分布，随机选取一个输出
符号的度d； 
2）利用均匀分布随机选取d个输入符号； 
3）相应的输出符号为第2）步选定的d个输入符号
的模二和； 
4）不断地重覆以上步骤以输出符号，直至接收到
接收端反馈“接收完成”的信号为止。 
相对于随机线性喷泉码，LT编码实际上只是对每
一编码的输出包含多少个原数据文件的数目（即

符号的度）作出了一些限制，其中符号的度等于1
或2的机率占了50%，目的是配合复杂度较低的译
码方式，而相应的编码子矩阵亦为一稀疏矩阵。 
 
2.2 LT码译码方式： 
置信度传递算法（BP算法）： 
1）对所有的校验节点中寻找一个满足如下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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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节点yn:它只与一个输入符号xk相连接。如果

条件满足，则令xk=yn；然后对所有与xk相连的校

验节点进行如下赋值运算：yi=xk+yi（mod2)，其
中yi是任意一个与xk相连的校验节点；最后在图中

删除那些与xk相连接的所有的边。如果条件不满

足，则运算停止，说明解码失败。 
2）重复以上步骤，直至所有xk被确定。 

 
图1 二元LT编码图，利用BP算法的译码顺序为X1,X2及X3,

相应结果为1,0,1。 

 

    置信度传递算法（BP算法）的特点是复杂度
较低，一般约为O(KlnK),但在没有出现只与一个
输入符号连接的校验节点情况下，译码随即失败。

与传统的高斯消元法(复杂度约为信息量K的平方
[9])相比，失败率会相对较高。在参考文献[9],[10]
中亦提出一些改进的高斯消元法去作译码，使之

具有较好的译码性能。 
从上述步骤可以看出，节点度分布对LT码的译

码成败有很大的影响。Luby在文献[4]中提出的松
弛型概率分布的修正方法，修正了原来理想的

Soliton输出符号节点度分布，使LT码译码更为稳
定。其中分别引入两个参数c及 去调节节点度为

1的平均数，从而实现对LT编译码性能的稳定性控
制。 
Luby给出的鲁帮的 Soliton 度分布函数如下： 

     (4) 

 S即为节点度为1的平均数 

除了松弛型概率分布外，亦存在其他种类的节点

度分布函数，如Raptor Code[5]中使用的： 

（5） 

    以上节点度分布表示式中,x的次方数目代表
节点度，其系数对应其相应的概率值，为一固定

概率的节点度分布函数。在此分布中，节点度为1
或2的机会仍占多数，约占50%。 

 

3 有限域的随机线性喷泉码 
    应用于有限域（GF（q),q是质数或质数的正
次方）的随机线性喷泉码,其码字由0,1,2,…,q-1组
成，而它 的编译码方式大致与二元随机线性喷泉
码一致，差别在于原来的运算是在二元域（只有0
和1）上，而有限域的运算则是在GF(q)上进行，
而所有编码系数均是属于GF(q)。 
    值得留意的是，在有限域GF(q)中，相应的译
码开销 与译码失败率F的关系为： 

               （6） 

    由此可见，在相同译码开销下，由于q大于2，
应用在GF(q)的随机线性喷泉码的译码失败率比
二元随机线性喷泉码要低。因此，对于要求高译

码成功率的应用，有限域随机线性喷泉码更为适

合。而相信应用在GF(q)上的LT码亦会有此特性。 

4 有限域的LT码  
有限域LT码的编码方式与二元LT码大同小

异，如下： 
 

4.1 有限域LT码编码方式： 
    在GF(q)中，对K个输入符号x1,x2,x3,...,xK，可

以产生无限多个输出符号y1,y2,y3,...,yK,...，具体步
骤如下： 
1）根据预定的节点度的分布，随机选取一个输出
符号的度d； 
2）利用均匀分布随机选取d个输入符号； 
3）为每一个如此的输入符号，利用均匀分布随机
在1,2,3,…,q－1之间选取一相应系数； 
4）相应的输出符号为第3）步选定的d个输入符号
及其相应系数之积的总和，所有运算均在GF(q)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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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5）不断地重覆以上步骤以输出符号，直至接收到
接收端反馈“接收完成”的信号为止。 
 
4.2 有限域LT码译码方式： 

可采用BP算法或高斯消元法，针对本文的分
析重点，分析将采用传统的高斯消元法，而所有

运算均在GF(q)上进行。 
 

4.3 一种新的节点度分布函数： 
    为了在相同译码开销下，提高LT码译码的成
功率，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节点度分布函数，理念

是将固有Raptor码所采用的节点度分布函数与纯
随机方式结合，以一半固定，一半纯随机的方法，

希望能以其纯随机的特性来增加译码时的成功

率，但仍然保持矩阵的稀疏性： 

（7） 

    其中在（7）式的后八项中，R为在[3,4,…,q]
中均匀分布中随机选取的节点度随机变数，若各

项中R为相同则其概率相加。此式的构筑是以上文
提及的概念完成，即将固定的节点度分布函数与

纯随机结合。在此新的节点度分布函数中，节点

度等于1或2的机率仍然保持约为50%，因此能保持
编码矩阵的稀疏性，而余下的50%的机率将由其他
节点度所占有，使之具有纯随机性。 
    在参考文献[11]及[12]中，提及可利用一些概
率性方法求出有限域稀疏矩阵的逆矩阵，因此稀

疏性有助高斯消元法译码性能提高。 

5 仿真结果与分析 
对于新提出的节点度分布函数的性能，下面

我们利用计算机系统仿真探讨其与固有的节点度

分布函数性能的差异。根据本文的分析重点，译

码方式将采用传统的高斯消元法。在下面的仿真

中所采用的鲁帮的Soliton 度分布函数中参数选
取如下：c=0.05, =0.01和 =0.001。依据仿真结
果，比较目前Raptor码所采用的节点度分布函数和
本文新提出的新节点度分布函数, 分析它们对应
的译码失败率和译码开销之间的关系。事实上，

译码开销的范围是通常选择在0.00至0.05之间。 
 
在下面的仿真中，信息量K为100，q分别为4，

8, 16及32。仿真采用Matlab软件进行，对于每一数
据点均进行了10000次独立仿真。为了缩短仿真运
行时间，对于所有节点度分布函数，每当因接收

到一个新的输出符号（新的译码开销），编码子矩

阵产生新的一行时，均会随机替代原有矩阵里的

一行，使得编码子矩阵始终保持为方阵，这样可

以更好、更快地利用高斯消元法进行译码并对相

应的译码失败进行估算。由于对所有节点度的分

布函数均进行了上述的操作，因此这种操作并不

对它们的性能分析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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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q=4, 8, 16及32时各节点度分布函数译码开销与译码失败

率的关系。 

 
在上述各图中，横轴代表译码开销 ε  ，取

值范围由0.00至0.05，纵轴代表译码失败率F。在
这里分别以正三角形符号与倒三角形符号代表 
鲁帮的 Soliton 度分布 =0.01及 =0.001两种情
况、以圆形代表Raptor所采用的节点度分布以及以
星号代表本文新提出的节点度分布。 

这些结果表明，随著域值q值的增加，在相同
的译码开销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节点度分布函数

的所对应的译码失败率均下降，系统性能均有提

升。而对于相同的q值，随著译码开销的增加，各
种节点度分布函数的译码失败率亦随之下降。从

以上各图的仿真结果也显示，新提出的节点度分

布性能在译码失败率性能上优于固有的Raptor所
采用的节点度分布。另一方面， 鲁帮的 Soliton 
度分布采用 =0.001参数时的性能，在固有的节点
度分布中是性能最佳的。而在q值大于或等于8时, 
新提出的节点度分布函数均比原先固有的节点度

分布函数在相同的译码开销下有较低的译码失败

率。而随著q值的增加，这种性能上的差异越来越
大。综以所述，新的节点度分布函数更适合具有

较大域值的有限域LT编码中使用。 

  

6 结束语 
    喷泉编码的特点是可以产生无限多个编码数
据包，当用户端接收到足够多的数据包时使可以

进行译码，适合在各种不稳定的信道上使用。针

对非二元有限域LT编码，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节
点度分布函数算法，并对其进行了仿真分析。仿

真结果显示，在较高域值的有限域的LT编码中， 

本文所提出的创新节点度分布函数在相同的译码

开销下具有比目前固有的节点度分布函数有较高

的译码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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