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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深入地介绍现代信号处理的各种理论与方法。
全书共十二章，内容包括参数估计理论、信
号检测、波形估计、现代谱分析、自适应滤波、鲁棒参数估计与谱分析、统计性能分析、二维和多变
元信号
分析、非高斯信号处理、时频分析和小波分析。
其中特别对非因果、非最小相位系统以及非高斯信号、非
平稳（即时变）信号的分析作了详细的论述。

本书取材广泛，内容新颖，充分反映了国际上近年来先进的信号处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应
用，可以帮助读者尽快地跟踪现代信号处理学科的最新发展。

本书适合于理工科大学与信号处理有关的各专业的教师和硕士、博士生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适
于广大科技工作者自学与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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