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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作者及所在研究所在生物医学信号处理和虚拟式生物医学仪器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研究成
果和相关资料编写而成的。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生物医学信号的检测原理和方法、生物医学信号特征提取的一般处理方法、生物
医学信号特征提取的非平稳处理理论和方法，以及生物医学信号特征提取的非线性处理方法及虚拟式
生物医学仪器的研究。
同时，特别介绍了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
    本书是一本论述现代生物医学信号特征提取原理与实现的专著，适合于研究生物信号处理的科学工
作者和研究人员使用，对于从事信号处理的科技人员、医生、研究生等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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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生物医学信号的一般处理方法　　3.1　相干平均算法　　把信号从噪声中分离出来的方
法很多，但需借助于特殊的技术。
现今最为广泛使用的方法是叠加技术和平均技术。
如目前临床上常用的用于提取诱发电位的方法就是叠加平均技术。
“叠加”和“平均”这两个术语都常用来指从脑电图中检出脑诱发电位的方法，其本质是在反复给予
同样的刺激过程中，使与刺激有固定时间关系的电位活动相对地逐渐增大，而与刺激无固定时间关系
的背景电活动却在多次刺激过程中相互抵消，逐渐变小，使脑诱发电位从背景活动中显现出来。
一般来说，叠加似乎比平均确切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叠加”和“平均”两词没有重要的差
异。
　　我们可以将诱发反应作为要提取的信号，自发脑电活动作为随机噪声，利用平均技术，其信噪比
的改变程度与叠加次数的平方根成正比。
叠加次数越多，信号就越清晰。
但在实际研究条件下，叠加次数过多，时间过长，会引起被试者的疲劳而影响临床检测或试验的结果
。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任何借增加叠加次数来弥补仪器或技术上的不足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因此，选择适当的叠加次数，使脑诱发电位信号能从自发脑电噪音背景中清楚地分离出来，而又不致
引起被试者或病患的过度疲劳，是使用叠加平均技术实现微弱诱发电位提取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叠加技术处理过程中，信噪比的改善程度和刺激次数呈平方根的比率关系，这本身就限制了叠
加技术在更大程度上降低噪声和提取脑诱发电位信号的能力。
在进行叠加处理开始时，噪声衰减最大，愈往后其衰减愈不明显，并且也愈需要更多的刺激数（或扫
描数）。
而事实上，临床受试者多为病患，不能耐受过多的刺激，如果持续平均处理次数过多，易引起各种爆
发性伪迹。
这种爆发性伪迹难以用叠加平均技术消减，从而降低了最终所得诱发电位的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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