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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号与系统”是一门电子信息学科相关领域有关专业的主干技术基础课程，对理工科大学生的
知识、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在教育计划中处在比较重要的地位。
它的教学内容随着学科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不断变化和更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理论与技术的
结合、基础与专业的统一，因此是一类理论性与技术性都比较强的课程。
所以，以“信号与系统”为主体的有关课程的设置，其重要性如同20世纪电气化时代的“电工基础”
，并被喻为是21世纪信息时代打开信息科学殿堂的一把钥匙。
为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奠定
良好基础，本书力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长期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对传统“信号与系统”的知识
结构与知识水平进行改造、更新与理顺。
也就是说，对教学内容做了吐故纳新和优化组合，从而构成新的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抓住基础理论，奠定必要基础　　信号分析是信号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信号作为函数
，通过数学物理方法对信号进行描述，提取特征。
本书以信号分析为基础，以傅里叶分析方法为重点，强调系统分析有赖于信号分析。
因而，着重从理论上讨论利用正交函数对信号进行分析，阐明长期以来傅里叶分析方法以及正交变换
之所以得到广泛应用的理论依据和原因。
同样，对从连续到离散、从离散到连续这个涉及信号分解与重建的取样定理，也做了比较严格的证明
；对在不同实际情况下有关参数的选取，做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讨论。
力求把重要的基本理论学习，在以往知识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引向深人。
　　此外，本书充分重视在发展过程中行之有效且具有生命力内容的介绍。
为了适应信息学科的飞速发展，引入了集合、信号空间、内积空间和时一频域分析等基本概念，初步
阐述为什么要在信号空间研究信号与系统，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奠定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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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号与系统（第3版）》以信号分析为基础、连续与离散并重，着力阐明信号与系统分析的基
本原理、方法及其运用。
全书共12章，分四篇：第一篇，导论；第二篇，确定信号分析与应用；第三篇，线性系统分析与应用
；第四篇，随机信号与系统的分析和应用。
　　《信号与系统（第3版）》通过优化知识结构，强调物理概念、数学概念与工程概念三并重，原
理、方法与应用三结合．全书以问题为纲，由表层到深层逐步展开，与以往相比，在深度与广度上均
有明显提高，力求通过教学活动达到思路清晰、概念清楚、方法明了，从而为今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发挥主干技术基础课应有的作用，以适应培养素质人才的需求。
　　《信号与系统（第3版）》可作为电子信息与电气学科，特别是以通信、控制、电子和信息处理
类为主体的有关专业的理工科本科生教材，部分内容可供研究生教学参考，也适于IT领域的广大科技
工作者及报考研究生者作为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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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分析）5.2 周期信号的频域分析5.2.1 周期信号幅度频谱、相位频谱及其计算5.2.2 周期信号频
谱的特点5.2.3 简化频域分析的途经与方法——傅里叶级数的几个基本性质及应用5.3 周期信号的功率
与功率谱密度5.3.1 周期信号的功率5.3.2 周期信号的功率谱密度5.4 非厨期信号的频域分析5.4.1 从傅里
叶级数到傅里叶变换5.4.2 常见信号的频域分析5.4.3 连续时间傅里叶变换的基本性质与应用5.4.4 傅里叶
变换的卷积性质和应用5.5 频域分析中的几个重要问题5.5.1 非周期信号的能量、能量谱密度与帕斯瓦
尔定理5.5.2 何谓有效带宽及如何确定有效带宽5.5.3 研究脉宽与带宽乘积的大小有何意义及如何确
定5.5.4 非周期信号能用傅里叶级数展开吗小结思考题习题第6章 离散信号的傅里叶分析6.1 连续时间信
号能用它的样点来替代吗6.1.1 连续时间信号离散化过程和存在的问题6.1.2 连续周期信号如何从样点唯
一地恢复原来信号6.1.3 非周期信号如何从样点唯一无失真地恢复原来信号6.1.4 能否从连续频谱的样点
无失真地恢复原频谱——频域取样定理6.2 离散时间周期信号（周期序列）的傅里叶分析6.2.1 周期序
列的时域分析6.2.2 周期序列的频域分析6.2.3 离散时间周期信号与连续时间周期信号频谱之间的内在联
系）——DFS与CTFS之间的关系6.2.4 频谱混叠与功率泄漏对周期信号频谱分析的影响6.3 离散时间非
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分析6.4 四类典型信号傅里叶分析的内在联系6.5 怎样才能实现用计算机对信号直接
进行分析计算6.5.1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的提出6.5.2 如何运用DFT计算信号的频谱6.5.3 功率泄漏对
非周期信号频谱分析的影响6.5.4 关于频率分辨率的讨论6.6 离散傅里叶变换的性质6.6.1 DFT与其他傅里
叶变换有所不同的基本性质6.6.2 DFT的基本性质小结思考题习题第7章 信号分析中几个实际问题的讨
论与解决7.1 如何提高频谱分析过程的运算速度（FFT快速算法）7.1.1 FFT算法的基本思想7.1.2 FFT算法
的基本形式7.1.3 基于MATLAB的FFT软件实现7.2 有关DFT参数f，L，N选取的进一步讨论7.2.1 在不同
情况下如何确定f，L和N7.2.2 频率分辨率与窗函数的选择7.2.3 在欠取样情况下，能从样点重建原模拟
信号吗7.3 如何实现取样率变换：抽取与内插及其谱分析7.3.1 何谓欠取样、过取样，抽取与内插7.3.2 
取样率变换如何通过序列抽取与内插来实现7.4 信号的重建小结思考题习题第三篇 线性系统分析与应
用第8章 连续系统分析第9章 离散系统分析第10章 系统的状态变量分析第四篇 随机信号与系统的分析
和应用第11章 随机信号的描述与分析第12章 随机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的分析与应用附录A 实践教学有关
实验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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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与学　　2.1　为什么学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回答“信号与
系统”在培养计划中的地位与作用，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信号与系统”是一门信息与电子学科技术领域有关专业的主干技术基础课程，对理工科大学生
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教育计划中处在很重要的地位。
其教学内容随着科学技术和学科的发展不断地变化和更新，既不像理论基础课的体系那么完整和稳定
、理论性强，又不像专业课那样内容变化快、技术性强。
它是一类理论性与技术性都比较强的课程。
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对客观世界认识逐步深化，在内容上更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
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更反映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可以这样说，技术基础课是反映事物本质的数学概念、物理概念与工程概念三者结合的产物，是理论
与技术的结合、基础与专业的统一，往往伴随着新学科的建成，相应地设置有关的技术基础课。
《信号与系统》这本教材就是在以通信、控制与计算机为主体的信息学科基本建成，人类已进入信息
化时代的今天，对传统的《信号与系统》教材的知识结构与知识水平进行理顺、改造与更新的结果。
该门课从信息学科的基本任务出发，着重阐明和讨论信号分析与系统分析相关的，具有指导意义和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实现的原理和方法。
该课程安排在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
其教学目的，一则，通过知识传授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再则，在阐明基本概念、基本性质、基
本条件、事物内在联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技能
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
由于“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学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这两方面的功能，所以定为主干技术基础课，或
称之为核心课、把关课，其重要性如同20世纪电气化时代的“电工基础”课程，被喻为21世纪信息时
代打开信息科学殿堂的一把钥匙。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干基础课学得怎样往往是用来衡量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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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号与系统（第3版）》是在1999年出版的《信号，系统与信号处理》一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原书分为上、下两册，本次修订将其合二为一。
书中对原有的内容进行了增加、调整、删减。
主要特性如下：　　重视理论基础　　突出数字化与时俱进　　原理、方法与应用三结合　　按科学
系统性和认识规划，实现吐故纳新、优化组合　　以问题为纲，重在启发引导　　教学内容选择有较
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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