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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本质上以能量和熵的形式在通信系统中流动，类似于传统热机中的能量流动过程。本文结合热力学卡诺机模型

和经典香农信息论理论，建立了一个广义的热力学 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s , MIMO)通信系统模型，对大规模天

线通信场景下使用前向纠错码的信道容量进行分析。利用通信系统中存在的自由度和熵的概念，推导了热力学模型下的广义

信道容量，并对信道容量与噪声自由度及编码开销的关系进行验证仿真。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热力学信道容量与香农信

道容量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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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ot machine-based massive MIMO communication capacity modeling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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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ilar to the energy flowing process in traditional heat engines, information could be considered to flow in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s with the form of energy and entropy. Combining the thermodynamic Carnot machine and the classical Shannon 

information theory, a generalized thermodynamic MIMO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s)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channel capacity using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code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freedom and entropy in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generalized channel capacity is proposed under the thermodynamic theory.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posed channel capacity and the noise freedom and coding overhead are derived and simulated. Simulation results verify the proposed 

channel capacity is coincident with the classical channel capacity. 

Keywords: information thermodynamics; massive MIMO; channel capacity; Carnot machine 

 

 

 

 

 

 

 

 

 

0  引  言 

信息论自从诞生以来就和热力学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1948年香农开创性地提出信息熵这一概念，

实际上也是从热力学中熵的概念引申而来。信息熵

用来描述信源的不确定度，热力学中的热力学熵则

表示分子状态混乱程度的物理量，如冯诺依曼熵描

述的是物理系统中粒子不同的状态。如今信息论在

热力学的多分支领域均有应用
[1]
，另一方面也带来

了如何将热力学应用到通信系统中的思考。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在非理想环境下通信过程

一定伴随着能量的耗散。物理系统中发射端通过通

信信道和接收端相连，被编码的粒子状态信息在信

道中的传输被称之为信息传输
[2]
，同样需要能量的

耗散。现实中非理想热机由于不可逆的耗散不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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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卡诺热机效率极限。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

传输信息而使耗散能量最低成为众多领域的研究

热点。Ganesh 等人用物理分析方法提出了前馈神经

网络耗散的基本下界
[3]
。Victoria 等人研究了在无记

忆高斯信道中在一定错误率的限制下传输指定符

号数所需最小传输能量
[4]
。这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

即现实通信系统中的热力学物理限制和信息传输

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 

卡诺热机定理给出了热力学约束下的热机最大

工作效率
LO HI

1 /T T ，其中
HI
T 和

LO
T 分别是高

温热源温度和低温热源温度。香农定理给出了一定

约束条件下的物理信道最大传输数据速率，卡诺热

机效率衡量了热能转化为有用功的最大效率，其背

后原理是热力学定律。高斯信道可以被看作一个被

热力学定律所约束的物理信息系统
[5],[6]

，并且已有

研究表明信道容量可以被重新表述为热力学定律

的结果，其中对高斯噪声信道和二进制对称信道的

推论都进行了例证
[7]
。通过热力学这一桥梁，卡诺

热机定理和香农信道定理展示出本质上的共通性
[8]
。

近年来在信息热力学领域，将信息论和热机概念结

合分析通信系统的研究逐渐涌现。Shental 等人运用

哈密顿量将通信信道建模为信息热机，讨论高斯信

道的互信息等特性
[9]
。Parker 等人利用经典卡诺定

理分析了兰道尔原理和香农极限的一致性，并推导

了包含非高斯噪声统计量的广义香农信道容量定

理
[10]

。Chen 等人提出的一个广义不可逆卡诺热机模

型分析了最大输出功率和最大效率之间的关系
[11]

。 

此外，大多数文章只是建立在端到端的通信系

统模型上分析，着重于对广义通信和热力学之间关

系的阐述与推导
[9]–[11]

，而未基于现有的多天线通信

系统场景下结合热力学对信道容量进行分析推导，

从而进一步验证通信和热力学的内在关联。本文更

加详细地研究 5G（5th Generation,5G）大规模

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s ,MIMO）

多天线场景
[12],[13]

，从分析能量流动的普遍适用工具

——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以全新的物理信息角度

分析了大规模 MIMO 通信系统信息流的传输和处

理过程。结合卡诺热机定理和信息论，引入自由度、

温度、能量、熵等热力学参数构建了大规模 MIMO

场景下的信道容量，揭示了无线通信系统中信息、

熵与能量之间的本征关系。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构建了基于热力学的

MIMO 通信系统。第二章推导了基于热力学的

MIMO 信道容量，第三章对所提出的信道容量进行

了仿真分析，展示了热力学信道容量和各参量之间

变化关系，对比了基于热力学的广义信道容量与香

农信道容量的差异，并给出了解释。 

 

1 系统模型 

1.1 信息热机中能量的流动形式 

热力学理论，特别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分析

能量流动的普遍适用工具
[14]

。本章将介绍信息热机

和传统卡诺机的相似性，在卡诺热机模型基础上结

合热力学理论对 MIMO 通信系统中的能量流和信

息流进行建模分析。 

如图 1（a），热机进行卡诺循环从一个高温热

库
HI
T 吸取热量

H
Q ，转化为一部分功W ，剩余热量

L H
Q Q W 排入低温热库

LO
T 。图 1（b）中当熵

被视作为一种做功潜力的度量时
[10]

，低熵代表系统

更加有序
[15]

，有序系统比无序系统的做功潜力更高。

低熵库的熵流入热机被转换为一部分功，剩余熵流

入高熵库，本文中熵流被表示为热量与相应温度的

比值，如图 1（b）中的
1
H 和

2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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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传统热力学热机原理图 （b）等效的熵热机原理图  （c）

等效信息热机原理图 
Fig.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ditional thermodynamic heat engine (b) 

Schematic diagram of equivalent entropy heat engine (c) Schematic diagram 

of equivalent information heat engine 

图 1（c）是信息热机原理图，热机可以对应通

信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模块甚至是信道，热机从高信

息库获得的信息转化为一部分输出功，即有用信息

OUT
I ，剩余的被排入低信息库,例如现实中的算法对

输入数据进行处理后输出想要的计算结果，但是总

会丢弃一部分冗余或者不需要的额外信息（变量）。

我们将信息热机的效率定义为 OUT HI
/I I 。接下

来将根据以上信息热机模型构建一个具体的大规

模 MIMO 通信系统，进而对各部分进行详细分析。

在此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信息的物理表

达形式。 

1.2 信息的物理表达形式 

系统的宏观状态以微观状态的分布为特征，这

个分布的熵由 Gibbs 熵公式给出。对于一串由脉冲

组成的信息序列，不同码字对应着不同微观态。在

二进制场景下对应的微观态表示为 0 或 1。则单个

码字的 Gibbs 混合熵为
[16] 

 
B

1

ln
i j j

j

H k p p  (1)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1)式中： 是信息码元种类集合数，
B
k 是玻尔兹曼

常数（ 23

B
1.38 10k ）。

j
p 为每种状态出现的概

率。假设一串长度为M比特的二进制序列，其中符

号 之 间 相 互 独 立 且 服 从

Pr 1 Pr 0 1/ 2X X 的伯努利分布，Pr

表示概率。则序列的 Gibbs 总熵为： 

B B
1 1

1 1 1 1
ln ln ln2

2 2 2 2

M M

i
i i

H H k k M      

(2) 

在众多领域中，熵是一种度量系统不确定性状

态的量，同时熵也可以度量系统的自由度数量
[17]

。

信息序列的熵越大，表示它所携带的信息量越大，

系统的自由度也更大。例如，1 bit 指一位二进制符

号所携带的信息量，或者是从 0,1两种状态选择其

一的自由度，也是下一时刻选择何种符号发送的自

由度。在这里我们引入自由度这一概念来表征信息

序列。根据(2)式，信息序列的 Gibbs 熵H和自由

度M之间的关系为： 

 
B

ln2H k M  (3) 

根据热力学温度的表达式
1 dH

T dU

[10], [18]
，能量

U ，Gibbs 熵H（以下涉及“熵”的推导中均表示

“Gibbs 熵”的简述）与自由度M之间的关系为 

 
B

ln2
U

H k M
T

 (4) 

1.3 大规模 MIMO 通信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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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IMO 通信系统的热力学模型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rmodynamic model of MIMO 

communication system 

如图 2 所示，这是一个 t r
n n 的大规模 MIMO

通信系统， t
n 为发射端天线数，

r
n 为接收端天线数，

通常在大规模 MIMO 通信场景下
t r
n n 。每条支

路上原始自由度为 SM 的信息序列增加冗余检错码

后被映射为自由度为 S FECM M 的码字（ FECM 为冗

余纠错码的自由度），再经由多根天线发送出去。

信道噪声将每个码字随机地转换为多个序列的统

计混合，然后通过接收端的译码操作将每个序列映

射成原始信息中的对应码字。在这里冗余纠错位为

前向纠错码（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FEC），前

向纠错码通过在已编码的消息中构建冗余来提供

噪声抗扰性。在接收端通过不可逆转(即逻辑上不

可逆)解码操作将冗余从信道损坏的码字中移除从

而大概率地恢复出原始信息，剩余的冗余信息将流

入图 2中的噪声池。这种逻辑上的不可逆解码操作

将冗余从信道损坏的码字中移除的过程，对应的物

理实现过程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热量耗散。正如兰

道尔提出的，“解码本质上是能量耗散的”
[19],[20]

。 

令通信系统各部分由参量集合 , , ,U M H T 表

示，U 是能量，M是自由度，H是熵，T 是温度。

这些参量之间的关系如(4)式所示。其中自由度满

足可加性原则，例如源编码序列自由度 SM 加上前

向纠错码自由度 FECM 之后的自由度表示为
S FECM M 。经由

t
n 根发射天线的总自由度 tot

send
M

表示为 

 

t t

t

t

FECFEC FEC
tot 1 1 2 2
send

1 2

FEC

1

...

      

n n

n

n
i i

i i

U UU U U U
M

T T T

U U

T

  

(5) 

有噪信道中引入的各支路噪声自由度之和为 

 
r

N

tot

N N
1

n
j

j j

U
M

T
 (6) 

(5)(6)式中，上标N表示与噪声有关的参量，上标

FEC表示与前向纠错码有关的参量。下标 i j 表示

第 i j 根发射（接收）天线端信号有关的参量，
i
T

为第 i根天线发射信号的温度，
i
U 为第 i根天线发

射信号的能量，
t

1 i n ，
r

1 j n 。 

假设整个信息过程中的自由度守恒，即经由所

有发送天线的自由度与信道中引入的噪声自由度

之和等于到达接收端探测器的所有自由度。由(4)

式，探测器端的自由度表示为 

 
dect

HI

U
M

T
 (7) 

(7)式中：U 表示接收端探测器接收到的总能量，

HI
T 为探测器的温度。结合(5)(6)(7)式 

 
t r

NFEC

N
1 1HI

n n
ji i

i ji j

UU UU

T T T
 (8) 

(8)式中的
HI
T 可进一步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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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t rt r

r

1

HI

1FEC N N

1 11 1N

1

n

i
i

n

in nn n
i

j j j p qn
j qi p
j i q p

j
j

T U

T

T

T U U U T

T

 (9) 

                                      

  当发射端天线远大于接收天线数时
t r
n n (9)

式中分母的第二项可以近似为 0。也可以说在这种

极限情况下，噪声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当各支路

信 噪 很 小 时 ， 即 N FEC

j i i
U U U ，

rr
N N

HI
1 1

/
nn

j j
j j

T T T 。当各支路信噪比很大时，

即 N FEC

j i i
U U U ，

tt

HI
1 1

/
nn

i i i
i i

T T T ，其中

i
为归一化系数，

1

1
tn

i
i

。 

1.4 传输每比特需要耗散的能量 

对于图 2中虚线框内的解码模块，探测器（如

天线系统）将接收到的所有支路信号经由信息处理

器（可理解为译码）恢复出原始信号流，从信道中

携带的一部分噪声以及最初的前向纠错码所携带

的自由度流入噪声池。如图 3 所示。 

信息热机
U
H

O
H

噪声池

NS
H

 

图 3 接收端进行信息译码操作的熵变过程 

Fig.3 The entropy evolution during information decoding operation  

在这个过程中，熵是守恒的，因此 

 
U O NS
H H H  (10) 

(10)式中：
U
H 是接收端所有接收信号的熵，

O
H 是

经过解码模块后（对应图 3中的信息热机）的信息

序列所携带的熵，
NS
H 是流入噪声池（ noise 

sink ,NS）的熵。由式(4)(10)得： 

 

r

r

O
O

1

O
1HI LO

n

n j
j j

j j

U U
UU

T TT
 (11) 

(11)式中： O

j
U 和 O

j
T 分别是第 j条解码支路的信号

能量和温度，
LO
T 是噪声池温度。 

假设发射端每根天线发送的信号自由度相同，

将传输每比特所需要耗散的能量定义为流入噪声

池的总热量
r

O

1

n

j
j

U U 与源信息序列的总自由度

r
O

1

n

j
j

M 的比值。则传输每比特所需要耗散的能量表

示为 
r

r

r

O

1O

1 r HI
per_bit B LO

O LO

1 HI

B LO

1

ln2

1

ln2

n

n j
j

j
j

n

j
j

T

U U
n T

E k T
T

M
T

k T

  

                                      (12)  

(12)式中： O

j
M 为第 j条支路解码得到的信号自由度。

由(12)式可以看到
per_bit
E 随着噪声温度池

LO
T 的升

高而升高。当 O

HI HI LO
,

j
T T T T 时： 

 
per_bit B LO

min ln2E k T  (13) 

          

这表示传输 1bit 所需要耗散的最小热量为

B LO
ln2k T ，这也是

per_bit
E 的下界。这个结论在一定

程度上非常符合兰道尔提出的“擦除 1 bit 信息所

需的能耗下限为
B

ln2k T ”，即兰道尔原理
[21]

。对于

流入噪声池中的残余信息流 

 

r

r

O

1NS

1 LO

n

n j
j

j
j

U U

M
T

 (14) 

(14)式中：
r

NS

1

n

j
j

M 为流入噪声池的总自由度。进而

由式(12)(14)得 

 
r r

O NS

1 1

n n

j c j
j j

M M  (15) 

(15)式中：卡诺效率 LO

HI

1
c

T

T
。 

(15)式表明了最终得到的信号自由度和流入噪

声池的所有自由度之间的比例关系，而系数为卡诺

效率
c
。当高温热池

HI
T 和低温噪声池

LO
T 之间的温

度差dT 越大，卡诺效率越高，实际最终得到的信息

量也越多，即信息传输效率越高。 

2 信道容量模型 

利用信道矩阵数学方法计算出m m  MIMO

通信系统的香农信道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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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log 1
m

i i
i

C B  (16) 

(16)式中：B为信道带宽，
i
为第 i个子信道的信

噪比，
i
为第 i个子信道的功率增益。接下来我们将

利用热力学参量推导出广义热力学信道容量，并说

明其与(16)式的不同之处。 

假设噪声功率定义为
N B
P k TB，T 为环境温

度。则单位时间  内流入噪声池内的能量
NS

NS N B LO
= ln2U P k M T ，进一步得到在接收端解

码过程的第 j条支路流入噪声池的自由度近似为 

 NS B

ln2j

k B
M  (17) 

代入(15)式并对等式两边同时微分 

 O IP

IP

1

ln2j j

j

B
dM dT

T
 (18) 

(18)式中： IP

j
T 为解码端的信号温度，定义微分形式

的卡诺效率
c

dT

T
。基于(18)式将接收端所有支

路最终解码出的信息自由度进行求和积分 

 

r
S

IPIP IP
1 1 2

N N N
1 2

S 1 2

1 20

1
... ...

ln2 ...

n

j
nj r

r

nr

M
TT T

n

nrT T T

B
dM dTdT dT

TT T
  

IPIP IP

1 2
N N N

1 2

ln ln ... ln
ln 2

rn

nr

TT TB

T T T
 

 (19) 

(19)式中：
FEC N

IP

S FEC N

B
ln 2

j j j

j

j j j

U U U
T

k M M M
。我们将

信道容量C 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总信息量

/bit s ： 

 

r
O

1

n

j
j

M

C  (20) 

(20)式中：

r
O

1
r

O O

1 0

n

j
j

M
n

j
j

M dM ，结合(19)式，最终

我们得到了一个基于热力学的广义信道容量 

t rmin , FEC

2
1

S FEC

2 N

log 1

log 1

n n

i i

i i

i i

i

S P
C B

N

M M

M

 

 (21) 

(21)式中：
i
S 、 FEC

i
P 、

i
N 分别是第 i条发送支路的

信号功率、前向纠错码功率和噪声功率，功率P与

能量U 的关系为U P 。(21)式显示出我们提出

的基于热力学的广义信道容量公式与 MIMO 系统

香农信道容量之间的一致性：m m的 MIMO 系统

信道容量的极限，不会大于m个独立的 SISO 子信

道容量极限之和。第一项表明信道容量可以被重新

表述为热力学定律的结果，印证了热力学与通信之

间存在的内在紧密关联。(21)式中由自由度表征的

第二项表明，在现实通信场景下的信号自由度和噪

声自由度对信息传输速率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地，

由对数函数的性质我们给出热力学信道容量的上

下界，如(22)式所示。 

 
LO HI
C C C  (22) 

t r

FEC

LO 2 t r
1

min , S FEC

N
1

2

t r

log 1 min ,

( )

log 1
min ,

n
i i

i i

n n

i i

i i

S P
C n n

N

M M

M

n n

 

t r

t r

min , FEC

1

HI t r 2

t r

min , S FEC

2 N
1

( )

min , log 1
min ,

log 1

n n

i i

i i

n n

i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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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n n

n n

M M

M

 

3 仿真分析 

部分仿真参数设置见表 1。 

表 1 仿真的主要参数 

Table 1. Main parameters of the modulation 

仿真参数     数值 

调制方式 64QAM 

发端天线数 tn  128 

  收端天线数 rn  4 

噪声温度 NT  298.15K（室温） 

带宽 B  20 MHz 

玻尔兹曼常数 Bk  231.38 10−  

图 4展示了热力学信道容量随噪声自由度变化

的 关 系 图 。 随 着 噪 声 自 由 度 的 增 大 ，
N S FECM M M ,热力学信道容量将越来越逼近

香农信道容量，(21)式在这种情况下退化为(23)式。

从图 4中可以看出，相对来说，高斯噪声对热力学

信道容量来说是“有益”的噪声，而脉冲噪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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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相比之下要“恶劣”得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噪

声的自由度为 1。 

 
t rmin , FEC

2

1

log 1

n n

i i

i i

S P
C B

N
 (23) 

 
 图 4 热力学信道容量随噪声自由度变化的关系图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nel capacity and the degrees of        

freedom of noise 

    图 5 展示了编码开销 和热力学信道容量C

之间的变化关系。编码开销 定义为冗余码自由度

与源信号自由度的比值，即
FEC

S=M
M

.由图 5（a）

可以看到，随着编码开销的增加，热力学信道容量

也在增加，而文中推导的热力学信道容量和香农容

量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从(21)式的第二

项可以直观看出，是发送信号、前向纠错码和噪声

存在的自由度导致的。图 5（b）中展示了基于热力

学推导的信道容量上下界的变化趋势，热力学信道

容量上下界由公式(22)推导而得，阴影区域表示热

力学信道容量的取值范围。随着编码开销的增加，

热力学信道容量的增加出现边际递减效应。 

 

(a) 理论香农容量和热力学信道容量的对比 

 

 

 

（b）热力学信道容量上下界 

图 5 热力学信道容量随编码开销变化的关系图 

Fig.5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nel capacity and coding 

overhead (a)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Shannon capacity and derived 

channel capacity (b)upper and lower bounds of channel capacity 

4  结 论 

热力学理论是分析能量流动的普遍适用的工

具。与许多其他自然过程和系统类似，我们将通信

系统和环境交互的过程看作是耗散转换过程，这是

由于参与系统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交

互。本文介绍了如何基于热力学联合传统卡诺热机

对大规模 MIMO 通信网络的信息流与能量流进行

建模，引入热力学参量对通信系统各部分进行表征

与模型推导，最终得到了基于热力学的广义信道容

量表达式。仿真结果展示了热力学信道容量和香农

容量之间的一定差距，并给出了解释。在未来 5G 通

信能效优化场景中
[22],[23]

，结合热力学分析理论和传

统信息论构建优化模型是一个有意义的开放性问

题，而该问题的解决将推 动新一代通信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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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IMO 通信系统的热力学模型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rmodynamic model of MIMO commun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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