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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撰写《信号与系统》（第一版）初稿至今已历经30年，在此期间，曾改写第二版，于2000
年与读者见面。
从第一版到第二版读者对该书的需求量逐步增多。
我们结识了大批有志于学习或教授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朋友，众多学生和教师对这一学科领域的强烈兴
趣与研究热情是对作者最珍贵的鼓励与厚爱，在此深致谢意。
　　回顾10年前开始撰写第二版初稿时确定的追求目标以及近年来使用该书授课的实践感受，作者认
识到以下诸方面的思考很值得认真分析与反复研究：　　（1）由于确定性信号经线性时不变系统传
输与处理的研究方法已相当成熟，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和基本内容相对稳定。
虽然在某些方面受到最新技术发展的冲击，然而，尚未构成大幅度更新和重组课程体系的新局面，因
而，本课程的发展前景可表述为：在相对稳定中逐步追求变革。
　　（2）要处理好稳定与变革的关系，必须在讲授传统内容的过程中充分体现时代气息，注重经典
理论的讲述与引入最新技术的相互融合。
以当代信息科学的观点理解、审视、组织和阐述传统内容。
所谓课程更新往往体现在应用领域的演变，而已经成熟的经典理论却仍然适用。
第二版教材特别注重结合基本概念介绍各类应用实例（如PCM通信、CDMA通信、码速与带宽、匹配
滤波器、小波变换以及人口增长估测、宏观经济模型、住房贷款偿还计算等）。
这些讨论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志趣和热情，推动他们灵活、深入地掌握基本概念，给读者留下深刻
印象，这是该书最重要的特色。
　　（3）增写信号的矢量空间分析一章，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这里涉及的基本概念在许多后续课程中需要引用，而按照以往的习惯，尚未见到国内外哪种教材或哪
门课程对此进行系统的入门介绍。
本章的撰写成功地改变了这种状况。
　　教学改革必须注重结合国情。
我们的学生从高中到大学历经系统深入的数学课程学习，承受了严格而艰苦的训练，他们对数学基础
知识及其实际应用问题的兴趣要明显超过国外的同龄学生。
而本课程的核心任务正是要构建一座从数学到物理和工程技术的桥梁，引导学生从理论学习过渡到专
业工程训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号与系统引论>>

内容概要

作者以原著《信号与系统》（第二版）（200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为基础，改写成这本引论教材
。
特点如下：篇幅适当减少，以适应不同课程学时的需求；保持了原著最重要的特色——理论与实践密
切结合，应用实例丰富；在改写过程中对部分实例进行了更新或补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全文保留
了原著第六章信号的矢量空间分析，从而充分体现了本书与国内外其他同类教材的明显区别。
    全书共9章，包括：绪论；连续时间系统的时域分析；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连续时间系统
的S域分析；傅里叶变换应用于通信系统——滤波、调制与抽样；信号的矢量空间分析；离散时间系
统的时域分析；Z变换、离散时间系统的Z域分析；系统的状态变量分析。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电子类本科生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材。
如果教师备课或学生自学时将本书与《信号与系统》（第二版）交互参考研究，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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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信号与系统　　人们相互问讯、发布新闻、广播图像或传递数据，其目的
都是要把某些消息借一定形式的信号传送出去。
信号是消息的表现形式，消息则是信号的具体内容。
　　很久以来，人们曾寻求各种方法，以实现信号的传输。
我国古代利用烽火传送边疆警报。
此后希腊人也以火炬的位置表示字母符号。
这种光信号的传输构成最原始的光通信系统。
利用击鼓鸣金可以报送时刻或传达命令，这是声信号的传输。
以后又出现了信鸽、旗语、驿站等传送消息的方法。
然而，这些方法无论在距离、速度或可靠性与有效性方面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19世纪初，人们开始研究如何利用电信号传送消息。
1837年莫尔斯（F.B.Morse）发明了电报，他用点、划、空适当组合的代码表示字母和数字，这种代码
称为莫尔斯电码。
1876年贝尔（A.G.Be11）发明了电话，直接将声信号（语音）转变为电信号沿导线传送。
19世纪末，人们又致力于研究用电磁波传送无线电信号。
为实现这一理想，赫兹（H.Hertz）、波波夫（A.C.1-[onoa）、马可尼（G.Marconi）等人分别作出贡
献。
开始时，传输距离仅数百米，1901年马可尼成功地实现了横渡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
从此，传输电信号的通信方式得到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
如今，无线电信号的传输不仅能够飞越高山海洋，而且可以遍及全球并通向宇宙。
例如，以　　卫星通信技术为基础构成的“全球定位系统”（G1oba1 Positioning System，缩写为GPS
）可以利用无线电信号的传输，测定地球表面和周围空间任意目标的位置，其精度可达数十米之内。
而个人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指出：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能够和世界上其他人进行通信
。
人们利用手持通信机，以个人相应的电话号码呼叫或被呼叫，进行语音、图像、数据等各种信号的传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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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电子类本科生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材。
如果教师备课或学生自学时将本书与《信号与系统》（第二版）交互参考研究，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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