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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毫米波通信系统中的低功耗混合波束赋形架构及其算法设计，旨在应对现

有毫米波混合波束赋形中硬件灵活性低与功耗高的挑战。为解决现有混合波束赋形架构的不

足，本文提出一种新型低功耗混合波束赋形架构，该架构通过在移相器网络前后引入射频开

关网络，实现射频链路与移相器及天线阵列的动态连接，并建立所提架构的系统模型，包括

数字预编码与模拟预编码过程，同时考虑数字模拟转换器的量化误差与移相器分辨率等硬件

限制。为最大化能源效率，本文推导了包含频谱效率和系统功耗的能源效率模型，提出基于

块坐标下降的混合预编码算法，迭代优化数字预编码、模拟预编码矩阵及数模转换器分辨率。

基于 NYUSIM 毫米波信道仿真平台的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混合波束赋形架构与预编码算法

在完整与部分信道状态信息下的能源效率均优于现有的代表性架构及预编码算法，同时频谱

效率相较于全连接架构的损失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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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energy-efficient hybrid beamforming architectures and its algorithm 

design in millimeter-wave communication systems, aiming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existing hybrid beamforming due to low hardware flexibility and high power consump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xisting hybrid beamforming, a new energy efficient hybrid beamforming 

architecture is proposed which introduces radio-frequency (RF) switch networks at the front and 



rear ends of the phase shifter network, enabling dynam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RF chains and 

the phase shifter array as well as the antenna array. The system model of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is established, including digital precoding and analog precoding processes, considering practical 

hardware limitations such as quantization errors of the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DAC) and 

minimum resolution of phase shifter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transmitter, 

this paper derives an energy efficiency model that includes spectral efficiency and system power 

consumption, and proposes a hybrid precoding algorithm based on block coordinate descent. The 

algorithm iteratively optimizes the digital precoding matrix, analog precoding matrix, and DAC 

resolution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the 

NYUSIM-generated millimeter-wave channel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and algorithm 

have higher energy efficiency than existing representative architectures and precoding algorithms 

under complete and partial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while the loss of spectral efficiency compared 

to fully connected architectures is less than 20%. 

【Key words】Millimeter-wave, hybrid beamforming, low power consumption, block coordinate 

descent, alternating min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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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近年来无线通信设备数量的快速增长和用户需求的多样化，现有的无线通信技术

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挑战。为了满足未来通信系统对于超高吞吐量、更大带宽、更低时延和更

高可靠性的需求，下一代无线通信亟需开发新的频段资源。目前主流的无线通信技术大多使

用 6GHz 以下的频段，频谱资源已十分拥挤；而毫米波频段（30GHz - 300GHz）拥有远超 

sub-6GHz 频段的丰富频谱资源与可用带宽，为实现大带宽、低时延、高速率的通信提供了

较为理想的条件，被视为缓解频谱资源短缺的有效解决手段。同时，毫米波频段的低时延优

点可赋能多方面的技术应用[1] 包括局域网与个人区域网络、车辆协作通信与感知等，在 5G

乃至未来 6G 网络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2-4]。 

毫米波通信也面临诸多技术挑战：与 sub-6GHz 频段相比，毫米波波长较短，其在自由

空间传输中的损耗相对较高，衍射能力较弱；某些波段易受降水和大气衰减的影响[1]，这些

因素都会对通信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毫米波频段的高频与宽带特性亦对硬件电路设计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例如高功耗和高成本的射频组件。毫米波频段通信的关键特征之一是结

合大规模多输入多输出（Massive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Massive MIMO）技术，在发

射端与接收端上使用大规模天线阵列[5]，这些阵列用于提供足够的阵列增益，合成高指向性

的波束，能够有效提高通信系统的频谱效率（Spectral Efficiency, SE）并合理利用带宽[1,6,7]。

在通信系统中，波束赋形（预编码）技术通常与 Massive MIMO 同时使用来提供定向的波

束与相关增益。文献 [8] 研究了毫米波通信系统中的 Massive MIMO 部署，有效验证了波



束赋形与 Massive MIMO 在 5G 网络中的应用。目前大量研究集中在不同的波束赋形架构

以及预编码算法设计上，以提高毫米波 Massive MIMO 的频谱效率与能量效率。 

目前，波束赋形技术可分为全数字波束赋形、模拟波束赋形和数字模拟混合波束赋形三

类。在 sub-6GHz 频段的 MIMO 系统中使用的往往是全数字波束赋形技术，从本质上说全

数字波束赋形是数字信号处理的实际应用[9]，其对信号的赋形权值与相移完全由数字电路实

现，因此需要在每个天线阵列元前都配置一条射频链路，每条射频链路都包含混频器、数模

转换器/模数转换器（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DAC/ADC）以及

功率放大器等组件[10]，在毫米波中实现该方案需要数量庞大的硬件器件，会带来显著的成本

与功耗。模拟波束赋形完全依靠射频域处理以此减少射频链数量[11]，它在模拟域使用模拟移

相器网络来改变馈送到不同天线阵列元的信号的相对相位，从而在指定的方向上发射或接收

对应的波束，其中模拟域由一条射频链路与若干模拟移相器（Phase Shifter, PS）组成，但由

于其只包含一条射频链路，在毫米波通信中只适用于单用户和单数据流的传输，并不能

充分利用可用的空间频谱资源。为此，混合波束赋形技术应运而生，它结合了全数字和模

拟波束赋形的优势，既能减少射频链路数量，降低硬件复杂度，又能在多用户、多流通信场

景中保持较高的频谱效率[12-13]。其通过把波束赋形过程分为数字域与模拟域两个阶段来实现，

并通过有限数量的射频链路来连接数字预编码器与模拟预编码器。 

从混合波束赋形架构的硬件连接结构上来看，各条基带上的射频链路可被设计为与所有

的天线阵列元相连、与一定分组的天线阵列元相连或是与通过一定优化算法划分出的天线阵

列子集相连；三种不同的连接结构分别被称为全连接架构[14-15]、部分连接架构[16]与动态子阵

列连接架构[17-18]，针对这些架构又衍生出不同的预编码算法。全连接架构虽能较好地逼近全

数字预编码架构下的频谱效率，且在硬件复杂度有一定程度上的降低，但由于该架构下所用

模拟移相器的数量与天线阵列规模与射频链路数量成正比，导致系统功耗仍较高，系统能源

效率较低。部分连接架构中的射频链路只需与天线阵列的一个固定子集相连接，与全连接架

构相比，该架构具有硬件复杂度较低、易于实现等优点，但同时由于射频链路的潜能未能完

全利用，会造成一定的性能损失。动态子阵列混合波束赋形架构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架构
[17-18]。该架构在模拟波束赋形部分开创性地采用低功耗以及低成本的射频开关网络与移相器

网络相结合的方法。在这种架构下，每个天线阵列元前连接一个自适应调节移相器，通过开

关网络选择一个射频链路相连，此架构中使用的移相器数量等于天线元的数量，远小于全连

接架构。相较于部分连接架构，该架构中射频链路与天线阵列子集的连接有更多的自由度，

从而在不损失过多频谱效率的情况下有更低的功耗与较高的能源效率。 

虽然部分连接架构与动态子阵列架构的系统功耗相较于全连接架构已有不少的优化，但

目前混合波束赋形架构及优化算法仍存在一些问题尚待研究。首先，架构灵活性仍有不足。

动态子阵列架构虽降低了系统中移相器的数量，但每个天线阵列元只能通过一个移相器与一

个射频链路相连的映射结构仍有些固定，在 Massive MIMO 系统中的功耗较大。其次，目前

研究大多聚焦与混合波束赋形硬件上的单个问题，鲜有研究共同考虑带有量化相位的移相器

和 DA/ADC 分辨率对各种混合波束赋形架构频谱效率的影响。另外，不同 CSI 情况下的各

混合波束赋形架构的预编码算法不完全，目前基于部分 CSI 下的预编码算法设计主要针对

全连接架构与部分连接架构，对于更为灵活的混合波束赋形架构来说需要设计相应的预编码

算法。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一种基于射频开关与移相器组合的混合波束赋形架构。同时，

对于提出的混合波束赋形连接架构，结合较为全面和实际的模拟硬件限制，推导窄带单用户

场景下的最大化能源效率问题，并基于完整的信道状态信息设计预编码算法，使得系统在功

耗与频谱效率中达到一定的平衡。通过在 NYUSIM 信道下的仿真结果的分析，证明了所提

出结构的低功耗与算法的有效性。 



符号标记：小写和大写粗体字母分别表示向量和矩阵；(·)T 和(·)H 分别表示矩阵的转置

与共轭转置；||·||0 和||·||F 分别表示矩阵的 0 范数和 Frobenius 范数；Re{·}和 Im{·}分别表示

复数的实部和虚部；Arg(·)表示复数的主辐角；IN 表示 N×N 的单位矩阵；Tr(·)表示矩阵的

迹；(·)表示数学期望；表示元素取值为 0 或 1 的矩阵的集合空间；表示元素取值为复数

的矩阵的集合空间。 

 

2   系统模型 

2.1  基于开关与移相器的混合波束赋形架构模型 

针对目前混合波束赋形架构中硬件连接趋于固定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混合波束

赋形架构，该架构在移相器网络的前后两端均引入射频开关网络，从而实现更加灵活的硬件

连接。在发射端的此种混合波束赋形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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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射端带有两端开关网络的混合波束赋形架构图 

 

考虑使用图 1 中描述的混合波束赋形架构的单用户毫米波 MIMO 通信系统的下行传输场

景，其中发射端配备有 Nt根天线，发射端向接收端发送 Ns个数据流。在发射端同时配备有

NtRF 条射频链路。在上述通信系统中，设需要传输的数据流符号向量是维度为 Ns×1 的 x，

本文假设其满足广泛使用的归一化信号功率, 即： 

  1H
Ns

sN
xx I                              (1) 

传输信号先经过数字预编码（基带编码）FBB∈NtRF×Ns 进行数字信号处理，之后经过模拟预

编码 FRF∈Nt×NtRF 进行相位调整。在该混合波束赋形架构中，模拟预编码矩阵 FRF 可以表

示为： 

RF 2 ps 1F S F S                                (2) 

其中 S1∈Nps×NtRF 为负责移相器与射频链路连接的前置开关矩阵，Fps∈Nps×Nps 为提供相移



的可调移相器矩阵，S1∈Nt×Nps 为负责移相器与天线阵列元连接的后置开关矩阵。在发射端

还有总功率上的约束，即： 

2

RF BB sF
NF F                               (3) 

实际应用中的 DAC 器件有一定的分辨率限制，并引入量化误差，且较高分辨率的 DAC 会

带来较高的功耗[19]。本文考虑使用线性加性量化噪声模型[20]来表示量化误差，则经过数字

预编码后在 DAC 输出端口的信号可表示为： 

 BB BB bQ  F x ΔF x                             (4) 

Δ 表示每个射频链路上的 DAC 由于量化误差导致的乘法失真参数，对角元素可表示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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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5) 

bi 为第 i 个射频链路中 DAC 的分辨率，这里假设所有 DAC 的分辨率范围相同： 

 , , 1, 2, ,i min max tRFb b b i N                        (6) 

εb 为加性量化噪声，服从复高斯分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波束赋形技术中主流的 DAC 分

辨率约为 8 比特[21]，此时 εb 的协方差矩阵的非零元素的数量级在 10-5 左右，可将其忽略。 

 在模拟预编码部分大量使用的移相器实际上也并无较高的分辨率，假设在混合波束赋形

系统中所使用的移相器拥有量化分辨率 q，令 Φ 表示其能提供的相移，则有： 

 2 2 12
0, , ,

2 2

q

q q


    
  

                        (7) 

在所提出的架构下，Fps 为一个对角矩阵，对角元素可表示为： 

ps , , 1, 2, ,ij
i i pse i N  F                         (8) 

 考虑上述实际硬件限制后，设在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为 y，此处假设信道状态信息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CSI）是已知并且完整的，则 y 可以表示为： 

2 ps 1 BB y HS F S ΔF x n                        (10) 

其中 H 是维度为 Nr×Nt的信道状态信息矩阵，ρ 为平均接收功率，n 为毫米波信道夹杂的

加性高斯白噪声向量，每个元素独立且服从相同的复高斯分布(0, σ2
n)，设接收端的解码

矩阵为 W∈Nr×Ns，则接收信号可表示为： 


2 ps 1 BB

H H H  y W y W HS F S ΔF x W n                (11) 

此时系统的频谱效率可表示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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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毫米波信道模型 



本文采用能较为准确地描述毫米波信道的扩展Saleh-Valenzu信道模型[23-24]，具体而言，

毫米波 CSI 矩阵 H∈Nr×Nt 可描述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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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i ri ti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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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a a A ΛA                      (13) 

其中 γ 为归一因子，可表示为√NtNr/L，L 表示信道中多径的数量，αi 表示第 i 条多径的复路

径增益，Λ∈L×L 是描述多径复增益的对角矩阵，第 i 个对角元素为 αi。ari和 ati 分别表示

第 i 条多径下的接收端与发射端的阵列响应向量，分别是矩阵 Ar和 At 的第 i 列。这里的阵

列响应向量仅仅为与天线阵列结构相关的函数，不失一般性，本文考虑使用均匀平面阵列

（Uniform Planar Array, UPA）来作为混合波束赋形架构中天线阵列的结构，那么在发射端

的阵列响应向量可以描述为 

        1 sin sin 1 cossin sin cos1
, [1, , , , ]t tjkd N Njkd m n T

ti

t

e e
N

     
    a   (14) 

其中 k = 2π/λ，λ 为毫米波的波长，d 为相邻的天线阵列元之间的间距，设置为 λ/2，φ和 θ

分别为某条多径相较于发射天线阵列平面的出发方位角与仰角方向。0 ≤ m < √Nt 和 0 ≤ n < 

√Nt 分别为天线阵列在 y 轴与 z 轴上的阵列元索引，发射天线总数为 Nt。由于接收端的天线

阵列同样采用 UPA 架构，故阵列响应向量与式（14）类似，此时天线总数为 Nr。 

 

2.3  系统功耗模型 

一般情况下，发射端混合波束赋形系统的总功耗由数字信号处理硬件功耗、模拟预编码

中的射频硬件功耗和射频信号辐射功耗组成[25]。对于数字信号处理硬件组件，该部分的功耗

主要是由基带信号处理而产生的。这里可假设数字信号处理的功耗不变，用 PBB 来表示。 

对于模拟预编码部分的射频硬件功耗，如图 1 所示，信号经过基带处理后，先通过射频

链路将基带信号转换为射频模拟信号。之后经过模拟预编码部分进行相位调整。模拟预编码

部分主要由前置开关阵列，移相器阵列与后置开关阵列组成，前置开关可以选择射频链路的

输出端口，其状态决定任意射频链路的输出信号是否通过与其相接的移相器。后置开关矩阵

选择天线阵列元进行连接，将经过移相器进行相移后的射频信号馈送到选择的天线，经过天

线前的功率放大器（Power Amplifier，PA）后发送到信道中。在实际中，除了 DAC 的功耗

会随其所使用的分辨率而改变，其余的射频硬件组件可以被假设为功耗固定。 

上述硬件中，发射天线前的 PA 的功耗可以用发射功率的线性形式来表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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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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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Pt 代表天线阵列元的发射功率，ρpa 表示功率放大器的转换效率。 

DAC 的功耗是采样频率 fs和转换器品质因数 FoM 的线性函数，并随着其分辨率 b 的增

加呈指数增长[26]，可表示为： 

DAC DFoM 2 2b b
sP f P                            (16) 

在该架构中，射频链路和天线之间的连接是由两处的开关阵列决定的，当某条通路被激

活时，该通路上的射频链路以及天线会消耗其额定功率，反言之，若某条射频链路或天线上

无信号通路，则可将其关闭以节省功耗。故在模拟预编码部分的总功耗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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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S1) = [c1,c2,…,cNtRF]，r(S2) = [r1,r2,…rNt]T，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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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辐射功耗，其主要由传输功率组成，实际上的发送功率主要由发射端的天线提供，

可认为单个天线阵列元能提供的功率是平稳的，在所提出的架构中，并非所有天线都被连接，

故辐射功耗可表示为： 

 22 0
Tr RF BB sF

t

P N
N

 
r S

F F                       (20) 

系统总功耗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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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on BB PS SW2ps psP P P N P 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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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b1,b2,…,bNtRF]T表示射频链路上 DAC 的分辨率。 
 
2.4  混合预编码优化问题 

本文的优化目标为最大化所提出的毫米波混合波束赋形系统的发射端能源效率 E，这一

指标能很好地表征通信系统在功耗与性能表现之间的权衡，具体而言，能源效率 E 可被定

义为频谱效率 R 与发射端系统功耗 P 之比[27]： 

R
E

P
                                 (25) 

频谱效率由式（12）给出，功耗由式（21）给出，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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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关注在发射端的预编码架构及算法设计，可以将联合发射端与接收端的优化问

题解耦[14]，只考虑发射端的预编码矩阵设计，在假设接收端完美解码的情况下，发射端预编

码矩阵的指标可以用信号在信道上的互信息 I 来等效频谱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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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简化问题，本文考虑在固定 S2 的情况下进行求解，也就是将移相器阵列与天线阵

列之间的连接关系固定，具体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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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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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仅考虑发射端预编码设计的情况下，系统等效能源效率 Ẽ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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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图 1 所描述的模拟预编码部分结构中，前置开关阵列还是后置开关阵列的“选

择权”均在移相器阵列侧，在所提出的架构中采用的是“单刀多掷”类型的射频开关，这表

明每个移相器在前端只能选择一个射频链路进行连接，在其后端只能选择一个天线阵列元进

行连接，对于前置开关矩阵 S1来说有： 

1 ,: 0
1, 1, 2 ,i psi N  S                       (31) 

其中 S1i,:表示 S1 的第 i 行。 

 最大化等效能源效率优化问题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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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二元“01”矩阵的集合空间，表示矩阵 Fps 的可能取值集合空间，其对角线元素

的相位满足式（7）中的约束，并满足恒模约束。bi 为 b 中的第 i 个元素，由式（5）可知，

矩阵 Δ 可表示为 b 的函数。 

 

3   基于块坐标下降的混合预编码算法 

 值得注意的是，优化问题（32）具有分式形式的目标函数，分母为离散变量的函数，同

时优化变量具有非凸二元约束，这使得该问题的求解变得具有挑战性。由此，本文针对该问

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块坐标下降（Block Coordinate Descent, BCD）思想的混合预编码算法。 

BCD 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将优化变量分为多个块，每次迭代中只优化一个块的变量，保

持其他块的变量固定。将复杂优化问题转换为一系列子问题，问题（32）中的各变量相互独

立，较为适合使用 BCD 的思想，进行迭代求解。 

该优化问题的自变量主要有 FBB、S1、Fps 和 b。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划分块变量从而使问

题简化，重点是如何将 S1 从分子中分离。文献[28]考虑了动态子阵列结构下的混合预编码设

计问题，以最大化系统频谱效率为目标函数，仿真结果表明，该架构下以频谱效率为优化目

标函数，求得的模拟预编码矩阵中的非零行数总是为 Ns，表明只使用了 Ns 条射频链路，为

保障多流通信，有 Ns ≤ NtRF，故 Ns 为其下界。结合所提出的架构，若以最大化频谱效率为

目标函数求解 S1，则||c(S1)||0 = Ns。故可将变量分为两组：FBB、S1与 Fps 为一组，以最大化

发射端互信息为目标函数，b 单独为一组，求解上一组变量固定下的问题，此时问题（32）

可分为两个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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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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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子问题（33），其可以等价为最小化混合预编码矩阵与最佳预编码矩阵 Fopt 之间的

欧式距离的优化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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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Fopt 可通过对 CSI 矩阵 H 进行 SVD 分解得到。如此，问题（32）可等价为子问题

（34）和子问题（35）的迭代求解，基于 BCD 的迭代求解算法具体如算法 1 所示： 

 

 

 

 

 

 

算法 1 基于 BCD 的问题（32）的求解算法 

输入：H, q, Nt, Nps, Ns, S2, SNR 

输出：FBB, S1, Fps, b 

1 初始化，设迭代次数 k = 0，随机生成变量 b 

2 while 未收敛 or k ＜ Niter do 

3   固定变量 b，求解子问题（35），得到块变量 FBB、S1与 Fps 的解 

4   固定变量 FBB、S1与 Fps，求解子问题（34），得到块变量 b的解 

5 return FBB, S1, Fps, b 

 

考虑子问题（34）的求解，自变量 b 的取值是离散的，这意味着应用搜索的方法来求解

是可行的，特别地，若应用遍历的方法求解，由于 b 共有 NtRF 个元素，一共只需要进行(bmax 

- bmin + 1)×NtRF 次数的计算，从中比较各个情况下的能源效率，最后以最高的能源效率下的

取值作为求解结果。这对于问题的求解来说是可取的。故使用遍历的方法来求解子问题（34）。 

对于子问题（35）的求解，由于变量的相关非凸约束与矩阵的耦合，直接求解该问题仍

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本节考虑使用交替最小化的思想进行求解，即交替固定某一变量来优化

另一个。在三个变量中，FBB 约束最少，可优先求解，在分析时可将 Δ 近似为单位矩阵。固

定 S1与 Fps，同时对其施加半酉约束以便求解，问题（35）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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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是一个正交普鲁克问题，解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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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在固定 FBB 的情况下求解 S1 与 Fps，此时优化问题为： 

1 ps

2

, opt 2 ps 1 BB

1

1 ,: 0

ps

min

s.t. 1, 1,2 ,

ps tRF

F

N N

i psi N







  



S F F S F S F

S

S

F





                      (38) 

其中 FRF = S2FpsS1，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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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式（39）的第一项与第二项均为定值，故最小化式（39）等价于最大化其最后一项，即

等价于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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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F = FBBFopt
H = [F1,F2,…,FNt]，S1i,:表示 S1 的第 i 行，S2i,j 为 S2 第 i 行第 j 列的元素，引入

Sxi = ejφiS1i,:，问题（40）的目标函数可化为： 

 2 ,
1 1

Re S
ps t

N N

j i xi j
i j 
 S F                         (41) 

易知对于任意的 i，Sxi是独立的，故可将其分解为 Nps个相同的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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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i = {m|S2m,i = 1,m = 1, 2,…, Nt}，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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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Sxi 是一个元素为 ejΦ i，其余元素都为零的稀疏行向量，可用贪心的思想求解问题（42）：

可先找到 ΣFj 中绝对值最大的元素，记索引为 n，要使 SxiRe(ΣFj)最大，则 Φi 应满足： 

2 Arg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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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由于 Φi 有如问题（42）中的量化相位约束，故需要在相位集合中选择与式（44）中最为接

近的一项作为 Φi 的取值，记为 Φi
’，此时 Sxi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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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形如问题（42）被求解后，可以得到 Sx，从中可还原出 S1 与 Fps。完成问题（38）

的求解后，可将求出的变量值固定，继续问题（36）的求解，直至满足跳出迭代的条件。迭

代结束后，需对 FBB 进行归一化以满足功率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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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流程如图 2 所示。 

问题（32）

问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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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8） 问题（42）

BCD 交替最小

 

图 2    基于块坐标下降的混合预编码算法流程 

在所提出的基于块坐标下降的混合预编码算法中，通过迭代优化数字预编码矩阵、

模拟预编码矩阵以及 DAC 的分辨率，降低了全局优化问题的复杂度。具体而言，FBB 的

优化基于 SVD 计算，其计算复杂度为 O (Nt Ns
2)，模拟预编码矩阵的优化包括 S1 与 Fps的求

解，利用稀疏矩阵的贪婪搜索的思想，总体的计算复杂度为 O (Nps Nt)，DAC 的分辨率 b通

过遍历搜索求解，复杂度为 O ((bmax - bmin + 1)×NtRF)，则交替最小化求解问题（35）的复杂

度为 O (Niter2×(Nt Ns
2 + Nps Nt))。综上，单次迭代的总体复杂度可表示为 O (Niter2×(Nt Ns

2 + Nps 

Nt)+ (bmax - bmin + 1)×NtRF)。设总迭代次数为 Niter1，则所提出算法整体的计算复杂度可表示为

O (Niter1×(Niter2×(Nt Ns
2 + Nps Nt)+(bmax - bmin + 1)×NtRF))。 

 

4   仿真结果与分析 

本节采用开源毫米波信道仿真软件 NYUSIM[29-30]来生成信道矩阵 H，并分别在完整 CSI

与部分 CSI 下进行系统频谱效率以及能源效率的数值仿真，并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基线算

法作对比。 

 
4.1  仿真参数设置 

 在所提出的混合波束赋形系统中，工作频率被设置为 28GHz，发射端天线数 Nt 为 64，

接收端天线数 Nr 为 16。发射端的射频链路数 NtRF 为 4，数据流个数 Ns为 1 或 2。假定接收

端使用全分辨率的全数字波束赋形，发射端移相器个数 Nps为 50，量化比特数 q = 4，BCD

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 Niter1 设置为 10，交替最小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 Niter2 设置为 20，信噪

比（Signal-to-Noise Ratio, SNR）设置为-20dB 至 20dB。 

硬件功耗参数方面参考了文献[31]的结论，如表 1 所示： 

 

 

 



 

表 1    混合波束赋形硬件功耗参数设置 

说明 设置值 

DAC 每比特功耗 0.39 mW 

射频转换器功耗 40 mW 

射频开关功耗 5 mW 

可调移相器功耗 30 mW 

天线阵列元功耗 20 mW 

基带编码器功耗 200 mW 

功率放大器转换效率 30% 

DAC 最小分辨率 4 bit 

DAC 最大分辨率 16 bit 

 

NYUSIM 软件的相关参数设置见表 2： 

 

 

 

 

 

表 2    NYUSIM 主要仿真参数设置 

参数 设置值 

场景 UMi 

载波频率 28GHz 

环境 LOS 

极化 Co-Pol 

接收端位置数量 50 

发射端/接收端天线阵列类型 URA 

发送端天线阵列元数量（Nt） 64 

接收端天线阵列元数量（Nr） 16 

发射端/接收端天线方位半功率波束宽 180° 

 

同时，本文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基线算法作为对比：全数字波束赋形（FD）、全连接架

构（FC）下基于 OMP 的预编码算法[14]以及动态子阵列架构（DSA）下基于 AltMin 的预编

码算法[16]。 

 
4.2  完整 CSI 下的仿真结果 

 



 

图 3    不同架构与预编码算法的频谱效率与 SNR 之间的关系 

 

图 3 表明，当 SNR 大于 0dB 时，所提出的方法的频谱效率基本高于最低目标频谱效率，

该指标被设定为全连接架构下的基于 OMP 的预编码算法所达成频谱效率的 80%，在 SNR

为2dB到6dB左右时，其频谱效率与全连接架构与全数字波束赋形架构的差值在3.5 bits/s/Hz

左右，相较于全连接架构，频谱效率在损失 17%左右，仍满足最低目标 20%。 

 



 

图 4    不同架构与预编码算法的能源效率与 SNR 之间的关系 

 

图 4 展示了各架构与算法在不同 SNR 下的能源效率，在所有 SNR 下，本文所提出的架

构与算法在能源效率上表现最好，其次是使用 AltMin 预编码算法的动态子阵列架构，而这

比较接近。这是因为这两种架构都能根据 Ns 的大小合理利用射频链路，同时本文提出的架

构与算法又近一步优化了 DAC 的分辨率，并通过两处开关减少了使用移相器的数量，这些

都提升了系统的能源效率。 

 



 
图 5    不同架构与预编码算法的能源效率与射频链路数量 NtRF 之间的关系 

 

从图 5 中展示的能源效率与 NtRF 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全连接架构由于 NtRF 的增加，

使用的移相器数也随之增加，大幅提升了系统功耗，但频谱效率的提升却有限，这导致了能

源效率的不断降低。而本文提出的架构在各种情况下的能源效率总是最高，这是因为该架构

能根据数据流大小 Ns 来动态连接射频链路，多余的射频链路不会被激活，并且该架构选择

了一定数量的天线子阵列进行连接，未被连接的天线的功耗可被忽略。这些均体现了所提出

架构的节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信道测量中得到的 H 并不一定能完美反映信道状态，往往是带有

偏差，需要评估不准确的 CSI 矩阵对所提出的架构与算法的影响。具体而言，不准确的 CSI

矩阵可以表示为[8]： 

 21   H H E                           (47) 

H 表示实际的 CSI 矩阵，ξ∈[0,1]表示 CSI 的准确率，E 为误差矩阵，用来表示估计过程中

的误差，其每个元素都互相独立且遵循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复高斯分布。 

 



 
图 6    不同架构与预编码算法的能源效率与估计准确率 ξ 之间的关系 

图 6 显示了 SNR = 20dB 下，各方案在能源效率上的表现。随着 ξ 的增加，所提出的预

编码算法的能源效率也逐渐降低，这主要是由频谱效率的降低而导致的。ξ = 0.6 时，所提出

的算法的能源效率在 3.4bits/Hz/J 左右，而完美 CSI 时的能源效率在 3.7bits/Hz/J 左右，能源

效率损失在 8%左右，表明所提出的预编码算法对 CSI 的估计误差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4.3  部分 CSI 下的仿真结果 

实际中，完整的 CSI 较难获得，发射端能获得的通常是部分的 CSI，往往为毫米波信道

的多径路径增益幅度与相较于发射端天线阵列的方向。目前的仿真结果或是预编码算法设计

主要是在完整 CSI 下进行的，有必要验证所提出的算法在部分 CSI 下的有效性。 

在本文考虑的场景下，部分 CSI 即为路径增益的幅度与多径的角度，在信道模型中即为

式（13）中的 Λ 与 At。对于预编码矩阵的求解，只需将 H 替换为 ΛAt
H，并稍微调整相关固

定参数即可。 

 



 

图 7    部分 CSI 下 Ns = 1 时不同架构与预编码算法的频谱效率与 SNR 之间的关系 

 

如图 7 所示，所提出的预编码算法在部分 CSI 的频谱效率均高于图中的最低目标频谱

效率，与在完整 CSI 下所提出的算法达到的频谱效率相比，差值在 0.2bits/s/Hz 左右，损失

较小。 

 



 
图 8    部分 CSI 下 Ns = 1 时不同架构与预编码算法的能源效率与 SNR 之间的关系 

 

从图 8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各 SNR 下所提出的算法在部分 CSI 的情况下得到的能源效

率略低于完整 CSI 下的结果，但差值只有 0.1bits/Hz/J，且结果仍明显高于其余基线算法（完

整 CSI 下）的表现。 

上述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混合波束赋形架构在大部分情况都具有最高的能源效

率，且频谱效率相较于全连接架构的损失较小，有效证明了所提出架构在节省系统功耗上的

优越性和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混合波束赋形的低能源效率与高硬件复杂度问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低功耗混

合波束赋形架构，在移相器网络的前后两端引入开关网络，实现了射频链路与移相器以及天

线之间的动态连接，同时通过构建包含频谱效率和系统功耗的能源效率模型，提出了基于

BCD 思想的混合预编码算法，最后利用由 NYUSIM 软件生成的毫米波信道矩阵进行了仿

真验证。仿真结果证明了多种毫米波通信场景下所提架构及算法在能源效率上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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