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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和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需要，编写一本新的有特色的信号
分析与处理方面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电气工程、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机械电子、微电
子、检测与仪器仪表、医学电子等本科专业学生。
实践证明，上述非电子通信类专业的学生应当具有信号分析、系统和信号处理的知识，否则就会造成
知识的脱节，不利于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了解一般电系统甚至非电系统信号分析和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理解信号在电子系统中传输的基本过程，提高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者在编写本书时所贯彻的教育理念如下：　　（1）内容适当、突出重点。
本书涵盖了“信号与系统”和“数字信号处理”两门课的主要内容。
由于学时较少，内容既不能贪多求全，又不能抽象偏难。
我们舍弃了一些偏理论性且不实用的内容，削枝强干，突出重要的基础知识和理论，使学生掌握基本
规律和思维方法。
若内容偏多偏难，结果什么也学不到，这就是“少则得，多则惑”的道理。
这样做，也保证了本书的教学适用性。
　　（2）简明易懂，循序渐进。
本书涉及的数学理论较多，除了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和z变换外，还有针对离散信号的DTFT
、DFs、DFT、FFT等变换理论。
本书对这些内容不是从数学角度进行纯理论的讲解，而是突出信号分析与处理的概念，结合丰富的例
题，深入浅出地介绍这些变换的本质和在工程中的应用方法。
注意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先感性后理性、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认识一般理论。
正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3）联系实际、培养工程素养。
本课程具有广泛的工程应用背景。
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均以应用为目的，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之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
书中第6章基于MATLAB的实现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提高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大有
好处。
这些内容可以由学生在实验室里自主完成。
　　（4）文理渗透、激发兴趣。
科学求真、人文导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通常是在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的渗透中激发出来的。
本书每章之首都写有哲理性引言，这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该章的特点，又可以引导他们升华思维方法。
因为大学的职责是为学生提供认知、理性和思考的环境，让年轻人得到思维训练，建立一个精神故乡
。
大学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有助于他们在专业领域更具有创造性、更有追求、更有理想、更有洞察
力。
所以本书潜心尝试，期有补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号分析与处理>>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应用型本科学生编写的教材。
内容包括6章：信号与系统分析基础、连续信号的频域分析与处理、连续信号的复频域分析与处理、
离散信号的分析与处理、数字信号处理、信号分析与处理的MATLAB实现。
本书概念清晰、简明易懂、突出应用、图文并茂。
书中每章配有小结、习题，最后还配有3套自测题，以便学生期末复习之用。
　　本书可作为本科院校的电气工程、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微电子、机械电子、检测
与仪器仪表、医学电子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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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集成电路具有成本低、尺寸小、可靠性高、电性能优良等优点而被广泛使用。
从而引起了工业系统、通信系统、控制系统、计算机系统、测量系统、生物医学系统的革命性发展，
使人类进入了信息技术时代。
　　在广播、电视与通信方面，近百年的发展也是惊人的。
1912年，阿姆斯特朗组装了第一台超外差接收机。
1916年实现了人类第一次语言和音乐的无线电广播。
1925年，英国的贝尔德（J.L.Baird）首先发明了电视。
几乎在同时，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工程师若基（v.K.Zworykin）发明了电视显像管。
1936年黑白电视机正式问世。
1954年，彩色电视信号试播成功。
1982年，美国又研制成功数字电视。
20世纪50年代微波通信成为电视信号传输的主干线。
1965年，世界上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投入使用，广泛地用于电话、电报、数据传输和电视转播等
。
而目前，卫星通信、光纤通信、激光通信、移动通信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
　　在信号与系统学科发展的历程中，有两位奠基人做出了不朽贡献。
一位是法国数学家傅里叶（J.B.J.Fourier，1768-1830），他创立了对信号进行傅里叶级数分析的理论；
另一位是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M.P.s.Laplace，1749-1827），他为系统分析提出了从时间域到s域的变
换分析方法。
他们的思想至今还是分析信号和系统的最重要的基础。
在他们的影响下，1948年创立了三大科学思想和理论，这就是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
系统论是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他为确立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则做出了重大贡献。
信息论是美同数学家香农建立的，它是现代通信理论的基础，在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等方面得到广
泛应用。
控制论是美国数学家维纳创立的，它促进了通信、电子、人工智能等理论的发展。
图1-1展示了以上六位科学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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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号分析与处理》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连续信号与系统、离散信号与系统及数字信号分析与处理
的概念、理论与方法。
特别适用于本科电气工程、自动控制、机电工程、微电子、光电子、计算机等非电子、通信类各专业
作为教材。
《信号分析与处理》有以下特点：内容注重应用性、先进性和系统性。
叙述简明易懂，循序渐进，重点突出。
文理渗透，启迪创新思维。
图文并茂，直观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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