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111251316

10位ISBN编号：7111251318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谢平 等 著

页数：21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号处理理论和分析方法已应用于许多领域和学科中。
信号处理方面的课程，如“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等不仅是无线电、通信、电子工程等专
业的主干课程，也成为相关工科专业非常实用的课程。
　　21世纪的高等教学改革要求加强素质教育，拓宽专业基础，促进不同专业领域知识的交叉渗透。
如何适应新的课程体系改革，既注重将信号处理的知识体系贯穿衔接，又做到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并
举，是《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编写的出发点。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以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分析与设计为主线，适当补充连续时间信号与
系统的相关知识，在内容编排上注意两者的对称性和统一性；同时注重补充有关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实
现和工程应用方面的内容，将理论方法和应用习题及实验指导相配合，增强理论和实际的有机结合。
全书共分4部分，第1部分包括第1、2章，介绍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及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分析基础；
第2部分包括第3、4章，介绍时域离散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和频域分析方法，如离散时间信号和系统的描
述方法、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模拟信号数字处理方法及信号和系统的各种频域分析方法（FT、ZT
、DFF、FFT）；第3部分包括第5、6章，介绍数字滤波器的基本概念、网络结构及设计方法，重点讲
述IIR数字滤波器设计和FIR，数字滤波器的基本理论和设计方法；第4部分包括第7、8、9章，介绍数
字信号处理系统的软、硬件实现技术和应用方法，包括机械工程信号、语音信号和心电信号处理等相
关领域的应用实例，以及基于MATLAB应用软件设计的全部实验内容。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编写的特色有如下几点。
　　1．系统性与对称性：在内容选取上注重反映信号处理学科理论框架的系统性和对称性，将连续
时间信号与系统和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并行，充分体现两种信号处理分析过程和手段的异同点和共通
性，通过连续和离散信号与系统分析方法的对比和衔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两种信号和系统分析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
　　2．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学科的发展和应用领域的变革，注重理论联系实践，通过课后习题、
应用举例和实验设计来体现知识在工程中的应用方法，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实现知识到能力的提升。
　　3．灵活性与可剪裁性：在选材上注重各部分章节的独立与统一，内容衔接的梯度小，从章节的
排列、例题习题选取、章节呼应、实验设计几方面，将知识的系统性和教材的可裁减性统一起来，适
合不同专业不同层次教学与读者的需要。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适合电气工程类及相关工程技术专业的本科生和科研人员在缺少信号与
系统先修知识的情况下，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同时了解信号处理系统设计和应
用技术的相关知识。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的参考学时数为60学时，如学时不够，建议只讲授前六章，即利用少量
学时适当补充连续信号与系统的基本知识（第2章），再着重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方法和体系（
第3、4、5、6章），并与连续信号处理方法有机统一与呼应，最后利用少量学时或配合教学实践环节
了解和掌握信号处理的实现和应用方法（第7、8、9章）。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由谢平主编。
第5、6章由王娜编写，第8、9章由林洪彬编写，其余各章由谢平编写。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初稿承燕山大学杨鼎才副教授的精心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作
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水平和工作中的疏忽，书中难免有错误与不妥之处，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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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以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为主线，将“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分
析”和“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分析”融为一体，注重知识结构的对称性和统一性，注重理论与实际的
有机结合。
　　全书主要介绍了以下内容：信号的定义和信号处理系统简介；连续时间信号和系统分析基础；离
散时间信号和系统的时域和频域分析方法，包括线性卷积、差分方程及其求解、傅里叶变换、z变换等
；数字滤波器设计基础，包括模拟滤波器的基本概念及设计方法、数字滤波器的基本概念及网络结构
；数字滤波器设计，包括IIR数字滤波器和FR数字滤波器设计方法；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组成及软硬件
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应用举例及基于MATLAB的上机实验。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可作为大学本科测试计量、自动控制、电力电子、计算机等有关专业的
教材，还可供通信、雷达、声纳、丁业测试、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作为信号处理理论基础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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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已应用于许多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尤其是数字
计算机的出现和大规模集成技术的高度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本章主要介绍信号和信号处理系统的基本概念、描述与分类方式，以使读者对信号处理和本课程的基
本内容建立一个轮廓，为后续章节的学习奠定基础。
　　1.1　信号　　1.1.1　信号的定义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每天都要接触各种各样载
有信息的信号形式，如接收广播、电视信号、使用电话传送声音信号等，其目的是为了把不同形式的
消息借助一定形式的信号进行表达或传递。
因此，通常把人们得到的消息、情报或知识称为信息；而传输信息的载体或者说信息的具体表现形式
称作信号。
　　由于信息的种类和形式多种多样，信号的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如电话铃声、防空警笛等声音信
号；交通标志灯、灯塔信号灯等光信号；无线电通讯中的电磁波信号等。
可见，信息本身不是物质，不具有能量，但其传输载体——信号却具有能量，它描述了物理量的变化
过程，信号所包含的信息就蕴含在不同物理量的变化之中。
　　按信号变化的物理性质，可分为电信号和非电信号。
例如，电路中的电压、电流、电荷、磁通等，称为电信号；而物体的位移和加速度、环境的温度、气
压等，称为非电信号，由于电信号处理具有速度快、精度高、转换方便等优点，通常利用各种传感元
件和转换装置将非电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进行传输、处理。
　　1.1.2　信号的描述　　为了对不同种类和形式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数学描述
。
基于信号描述了物理量的变化过程这一直观概念，信号可用某个物理量的一个或多个自变量的函数来
描述，如果仅有一个自变量，则称为一维信号；如果有两个以上自变量，则称为多维信号。
本书主要研究一维信号处理的理论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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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号处理原理及应用》特点：系统性和对称性将“离散时问信号与系统”和“连续时间信号与
系统”并“论述，帮助读者加深理解两种信号和系统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理论性与实践性：结
合学科的发展和应用领域的变革，通过课后习题、应用举例和实验设计来体现知识在工程中的应用方
法，实现知识到能力的迂移　　灵活性与可剪裁性　在选材上注重各章节的独立与统一，内容衔接的
梯度小，将知识的系统性和教材的可剪裁性统一起来，适合不同专业不同层次教学与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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