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号与系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信号与系统>>

13位ISBN编号：9787560537726

10位ISBN编号：7560537723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艾伦·V·奥本海姆 等

页数：364

译者：刘树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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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与系统>>

前言

　　本书是用于大学本科信号与系统课程教科书的第2版。
虽然这类课程通常属于电气工程类的课程，但是，作为该课程核心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对于所有
工程类的专业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随着工程师们面临着需要对一些复杂的过程进行分析或综合的新挑战，信号与系统分析方法
潜在的和实际的应用范围都一直在扩大着。
为此感到，信号与系统方面的课程不仅是工程教学中一门最基本的课程，而且也能够成为工程类学生
在大学教育阶段所修课程中最有得益而又引人入胜和最有用处的一门课。
　　关于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处理和论述的基本宗旨和看法，第2版与第1版相同，但是在内容的组织和
选取上有较大的变化，基本上属于重写和重新组织，并有较多的补充。
这些变化的目的在于有助于教师讲授这门课和学生掌握这门课的内容。
在第1版的前言中曾提到过，由于在信号与系统设计和实现手段上的持续不断地发展，对于学生来说
，需要对连续时间和离散时间系统的分析与综合技术都很熟悉，这一点是日益显得更为重要。
当我们来写第2版前言的时候，这样一个看法和指导原则甚至比以前更加确信无疑。
这样，学习信号与系统的学生就不仅要在基于物理学定律的那些课程上应该具有坚实的基础，而且在
使用计算机进行现象分析和系统及算法的实现上也必须具备扎实的基础。
结果，在现在的工程类课表中就反映出一些混杂的课程，有些是涉及连续时问模型的，而另一些又主
要是针对计算机应用和离散表示的。
因此，在工程类学生的教育中以及在他们所选定的领域，为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作准备上，以一种统一
的方式，在信号与系统课中将离散时间和连续时间的概念揉合在一起显得日益重要。
　　正是本着这些目的，该书以并行的方式建立了连续时间和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分析方法。
这一途径在教学上也是十分可取的，它可以利用连续和离散时间方法之间的共同点来分享各自所获得
的理性和感性认识；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又可用来加深理解各自不同的独特性质。
　　在材料组织方面（无论是第1版还是第2版），我们还认为本书所论述的基本方法在某些重要方面
的应用也应该作为基本的东西介绍给学生。
这样做不仅是让学生了解到目前所学内容的某些应用方面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
问题本身的理解。
为此，就滤波、通信、采样、连续时间信号的离散时间处理，以及反馈等方面的内容都作了入门性介
绍。
事实上，第2版的主要变化之一就是将频域滤波概念更早地在傅里叶分析中就给以引入。
其目的既是为了给出讨论傅里叶分析这一重要论题的初衷，又可以对这一论题加深理解。
另外，为了帮助愿意继续在信号与系统分析方法和应用方面深入学习的学生，书末还附有最新的参考
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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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奥本海姆教授所著的经典教材《信号与系统》（第2版）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大部分高校对该课程学时、授课内容等方面的要求，精简部分章节与部分习题，精编而成。
全书共分8章，论述了信号与系统分析的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
主要内容有：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线性时不变系统、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表示、连续与离散信
号的傅里叶变换、采样、拉普拉斯变换和z变换。
每章都穿插有足够数量的例题，并在章末保留了附答案的习题。
    本书适合作为学时较少的通信与电子系统类、自动化类以及电子、电气等各专业“信号与系统”课
程的教材。
也可供从事信息获取、转换、传输及处理工作的其他专业研究生、教师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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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热的传播和扩散现象是导致傅里叶研究成果的实际物理背景。
在当时数学物理学领域中大多数前人的研究已经涉及到理论力学和天体力学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本身
就是十分有意义的一步。
到了1807年，傅里叶已经完成了一项研究，他发现在表示一个物体的温度分布时，成谐波关系的正弦
函数级数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他还断言：“任何”周期信号都可以用这样的级数来表示！
虽然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隐藏在这一问题后面的其它很多基本概念已经被其
他科学家们所发现；同时，傅里叶的数学证明也不是很完善的。
后来于1829年，P.L.狄里赫利（P.L.Dirichlet）给出了若干精确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周期信号才
可以用一个傅里叶级数表示①。
因此，傅里叶实际上并没有对傅里叶级数的数学理论做出什么贡献。
然而，他确实洞察出这个级数表示法的潜在威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工作和断言，才大
大激励和推动了傅里叶级数问题的深入研究。
另外，傅里叶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比他的任何先驱者都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指的是他还得出了关
于非周期信号的表示——不是成谐波关系的正弦信号的加权和，而是不全成谐波关系的正弦信号的加
权积分。
这就是第4和第5章所关注的从傅里叶级数到傅里叶积分（或变换）的推广。
和傅里叶级数一样，傅里叶变换仍然是分析LTI系统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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