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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目前销量最好的数字信号处理类图书的精华章节集粹，汇聚了数字信号处理领域中读者最
为关心的话题，包括模数转换和数模转换、数字滤波、音频视频处理、解调、数字信号处理以及数字
信号处理系统的测试和调试等。
《数字信号处理权威指南》化繁为简，直指问题本质，处处闪现编著者的真知灼见。

　　本书适合软硬件研发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电子电气类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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