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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生用书：数字语音处理》系统全面地讨论了语言信号数字处理的理论基础、各种方法和某
些重要应用领域。
全书十章，分别论及语音信号的基本性质和数字模型，短时时域处理技术，短时傅里叶分析，语音波
形数字编码，同态语音处理和倒谱分析，线性预测编码，矢量量化，隐马尔柯夫模型，以及语音压缩
、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和语音增强等典型应用领域。
《研究生用书：数字语音处理》主要是为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写的，但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和
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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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天任，196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1982年至1984年为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访问学者。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子学会信号处理分会副理事长《信号处理》学报编委会
副主编。
　　作者主要著作有《高频电子线路》、《数字信号处理》、《数字语音处理》和《现代数字信号处
理》，分别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原电子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主要科研成果有&ldquo;数论变换和多项式变换的理论和应用&rdquo;等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ldquo;蓝绿激光对潜通信&rdquo;等3项&ldquo;八五&rdquo;和&ldquo;九五&rdquo;国防科技重点预研
项目，分别获中船总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作者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多媒体信息处理和通信、现代数字信号处理、语音压缩编码、汉语语
音识别和语音增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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