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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是一种进行信号处理运算的微处理器芯片，可实时快速地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
法。
20多年来，DSP芯片发展十分迅速，已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通信、电子等领域。
　　本书以高等院校教材形式编写，适合作为电气信息类（电气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信息工程等）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作为从事DSP开发与应用的广大科技
人员的参考书。
编者力图使本书有助于读者掌握TMS320LF2407DSP原理和采用DSP为各自所从事的学科解决实际的问
题。
因此，在编写本书时，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实际应用。
书中提供了大量实用电路和程序，均是编者多年从事DSP开发的应用实例，供读者引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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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DSP的基本概述本章主要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概念及其特点，并对DSP的结构和采用
的先进技术进行了讨论。
同时还介绍了DSP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发展前景，以及目前广泛应用的DSP器件的种类和性能。
通过本章的学习，可对DSP系统的设计过程有初步认识。
　　1.1　DSP的含义DSP有两个含义：其一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数字信号处理）的缩写，是指数
字信号处理的理论和方法，是一门以众多学科为理论基础而又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的新兴学科；其二
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数字信号处理器，也称DSP芯片）的缩写，是指用于数字信号处理的可编程
微处理器，是微电子学、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技术3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
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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