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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混沌波形的相关性:相空间轨迹与混沌序列自相关特性》在简单介绍混沌及其研究方法和实际应
用的基础上，研究了混沌的相空间轨迹结构同混沌自相关特性的联系。
采用相空间方法，探讨了混沌时间序列的自相关的规律性，取得了一定的明晰、实用的研究成果：建
立起混沌内部规律同其自相关的联系，论证了APAS定理，并指出通过APAS定理可以判断出自相关特
性不好的序列的结构瑕疵，同时提出了针对这些瑕疵进行改良的方法，改善了序列的自相关性能。
笔者进行了大量仿真对上述内容和理论作了证实。
《混沌波形的相关性:相空间轨迹与混沌序列自相关特性》还介绍了先前用弱结构法对混沌自相关特性
初步改进的成果，也用APAS定理对弱结构法作了解释；从实用角度出发，探讨了噪声及误差对混沌自
相关和改进方法的影响。
《混沌波形的相关性:相空间轨迹与混沌序列自相关特性》对于混沌信号的应用和进一步研究有重要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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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混沌（Chaos）是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极其复杂的、类似随机的现象。
这里，“确定性系统”是指混沌系统由确定的动力学方程所描述。
“随机”是指混沌本身具有内随机性，表现为系统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
混沌现象表明了确定性与随机性两者是相通的，体现了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即确定性内在地包
含随机性，随机性隐含着确定性。
混沌是有序中产生的无序运动状态，无序来自有序，无序中蕴涵着有序。
混沌不等于混乱，是一种貌似无序的复杂有序现象。
混沌系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系统的演化对初始条件十分敏感，因此从长期意义上讲，系统的未来行为
是不可预测的。
混沌机理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物质世界以及人类社会中，对事物乃至人类行为、社会的演化都起着一定
的作用。
混沌现象无处不在，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无不受混沌理论的支配。
客观世界存在混沌，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主观世界同样存在混沌，如哲学、经济学、社
会学、音乐、体育等等。
因此，科学家认为，在现代的科学中普通存在着混沌现象，它打破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它是涉及
系统总体本质的一门新兴科学。
人们通过对混沌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向传统的科学提出了挑战。
近代科学由于以研究自然界的秩序和规律为其宗旨，所以数百年来把混沌现象排除在外。
因而，自然界中大量的混沌现象就被科学家们遗忘了。
而笛卡儿和康德却是例外，尽管他们只是把混沌看成浑然一体，混乱不堪的东西，但是他们认为有序
的宇宙正是从这样的混沌之中发展起来的。
在这期间值得一提的就是康德，他的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是由处于混沌状态的原始星云演化而来的
，并指出：“我在把宇宙追溯到最简单的混沌状态以后，没有用别的力，而只是用了引力和斥力这两
种力来说明大自然的有秩序的发展。
”因此，康德是考察宇宙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化的第一人。
19世纪中期，自然科学家首先讨论混沌问题的是在热力学领域。
大家知道，当达到热力学平衡时，系统内部中的每一点的温度、压强、浓度、化学势等均无差别，处
处相同，熵极大，即分子的混乱度极高。
可见，热力学的平衡态实际上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混沌态。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还探讨了布朗运动、丁铎尔现象、反应体系中反应基因的无规则碰撞等这些微观
状态，发现它们与混沌有关，都是混沌无序的状态，就连根深蒂固的牛顿力学也受到了它的冲击。
众所周知，300多年前，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他的三大力学定律将天体的运动和地球上物体的运动统
一起来了。
牛顿的这一科学贡献曾被视为近代科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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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混沌波形的相关性:相空间轨迹与混沌序列自相关特性》为“十二五”重点图书。
现实世界是混沌的世界。
混沌现象和机理存在于几乎所有物质世界以及人类社会中，可以说混沌无处不在。
混沌现象吸引了很多领域研究人员的兴趣，但对混沌的一些基础特性方面的研究，比如对混沌自相关
特性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混沌是貌似随机，却又固有确定性的现象，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因此研究其自相关性有一定的困难。
《混沌波形的相关性:相空间轨迹与混沌序列自相关特性》用相空间方法探求混沌内在的阎有规律，用
以研究其自相关特性，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希望《混沌波形的相关性:相空间轨迹与混沌序列自相关特性》的出版对混沌信号的应用和进一步研究
起到重要学术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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