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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框架理论是继小波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研究方向，是泛函分析、算子理论、非线性逼近论
、信息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广泛应用于信号处理、图像处理、生物医学、应用数学、物理科学和地球
科学等众多领域。
框架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应用的双重意义。
　　全书共14章，主要包括概述、集合与空间、度量空间、线性空间、赋范线性空间、内积空间
、Banach空间的基、Hilbert空间的基、Hilbert空间的框架、Baaach空间的框架、框架设计、信号处理的
典型框架、框架在信号处理中的应用及框架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从内容上来划分，本书分为6个部分。
第一部分也就是第1章，概述框架理论的发展历程、主要应用及发展现状。
第二部分是第2章-第6章，主要包括泛函分析基础知识，是研究框架理论的基础。
第三部是第7章和第8章，主要包括Banach空间和Hilbert空间的基理论。
第四部分是第9章和第10章，主要包括Hilbert空间和Banach空间的框架理论。
第五部分是第11章，讨论框架设计的主要方法。
第六部分是第12章-第14章，主要讨论框架在信号处理及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类、信息类、电子类和数学类等专业的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的专业教
材，也可作为相关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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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框架理论是继小波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研究方向，是泛函分析、算子理
论、非线性逼近论、信息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已经成为一些领域研究与发展的重要课题，不但推动了
泛函分析和算子理论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推动了非线性逼近论的发展。
在信号处理、图像处理、数据压缩、抽样理论、抽象数学、地震勘探、地球物理、雷达及通信等方面
均具有突出的作用，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1.1　框架理论的发展历程　　信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随着以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
在从工业时代阔步迈向信息时代，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现代化水平和综
合国力的　　重要标志。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信息是客观事物状态的反映，是意义和符号的统一体，以语言、文字或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
信息已成为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传输信
息，同信息打着各种各样的交道。
信号作为信息的载体，无处不在。
例如，传输信息的语音信号、广播信号、电视信号、通信信号等，获取信息的心电信号、脑电信号、
水声信号、雷达信号等，处理信息的压缩信号、编码信号、滤波信号、估计信号等。
信号处理的任务之一是认识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信号的本质特征，并找出规律。
信号处理是对信号进行提取、变换、分析、综合等处理过程的统称，其主要目的是去伪存真、特征抽
取、编码与解码。
　　信息是信号的具体内容，信号则是信息的表现形式。
信息蕴涵于信号之中；信号的变化则反映了所携带的信息的变化。
信号代表一个实际的物理信号。
从抽象（数学）的角度来描述信号，它是一个或若干个自变量的函数或序列的形式。
从直观的角度来描述信号，它是函数随自变量变化关系的波形。
任意给定一个自变量的值，如果可以唯一确定信号的取值，则该信号是确定信号；如果信号取值是不
确定的随机值，则该信号是随机信号。
如果信号的自变量在整个连续区间内都有定义，则是时问连续信号；如果信号仅在一些离散的时间点
上才有定义，则称为时间离散信号。
如果信号的定义域和值域都是连续的，则是模拟信号。
如果信号的定义域和值域都是离散的，则是数字信号。
如果信号的取值为实数，则称为实值信号，简称实信号；如果信号取值为复数，则称为复值信号，简
称复信号。
如果信号的能量是有限的，则称为能量有限信号，简称能量信号。
如果信号的功率是有限的，则称为功率有限信号，简称功率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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