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信号处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信号处理>>

13位ISBN编号：9787121034961

10位ISBN编号：7121034964

出版时间：2007-6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

作者：普埃克

页数：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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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信号处理>>

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础知识，其中前10章讲述了确定性数字信号处理的知识，包
括离散时间信号及系统的介绍、z变换、傅里叶变换、频率分析以及滤波器设计等。
后4章则介绍了随机数字信号处理的知识，主要学习多速率数字信号处理、线性预测、自适应滤波以
及功率谱估计。
本书内容全面丰富、系统性强、概念清晰。
叙述深入浅出，为了帮助读者深刻理解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精选例题，同时还给
出了许多基于MATLAB的仿真实验。
另外，在各章的最后还附有习题，以帮助读者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本书可作为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信号处理以及通信工程等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适合于
教师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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