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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教材第1版于2006年出版以后，被国内数十所大学选用，使用效果良好。
　　本教材特点为：　　1.突出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选材精炼。
　　2.分析叙述问题条理清楚，深入浅出，逻辑性强。
3.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础理论与MATLAB相结合，以基本理论为主线，以MATLAB为学习理论的工具
。
既避免了将数字信号处理教材写成：MAq、LAB编程教材的喧宾夺主现象，又能使读者利用风靡世界
的MATLAB进行高效的上机实验、设计与仿真，便于教学和自学。
　　4.例题、习题与上机题多。
配套出版了《数字信号处理学习指导与题解》（书号为978-7-121-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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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算法及其软硬件实现方法。
主要讲述时域离散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和时域、频域的分析方法。
重点介绍离散傅里叶变换及其快速算法、数字滤波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数字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方法
。
介绍模拟信号数字处理原理与方法、多采样率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和高效实现方法，数字信号处
理的典型应用。
    结合各章的内容，介绍相应的MATLAB信号处理工具箱函数，并给出用MATLAB阐述问题和求解计
算问题的程序。
各章中安排了丰富的例题、习题和上机题。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和相近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相关专业科技人员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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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西全，1951年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通信和信号处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主讲过通信原理和数字信号处理等10多门课程所负责的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于20D4年被评为陕西省精品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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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作者在科研和教材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合作，合著的《数字信号处理》（1994年）为全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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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印数20多万册，被国内数十所大专院校用做教材；这本《数字信号处理——原理、实现及应用》更
是两位作者多年教学经验、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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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面我们讨论了IIR和FIR两种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这两种滤波器究竟各有什么特点？
在实际运用时应该怎样去选择它们呢？
下面我们对这两种滤波器作一简单的比较，并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从性能上来说，IIR滤波器系统函数的极点可以位于单位圆内的任何地方，因此可用较低的阶
数获得好的选择性，所用的存储单元少，运算量小，所以经济高效。
但是这个高效率是以相位的非线性为代价的。
选择性越好，则相位非线性越严重。
相反，FIR滤波器却可以得到严格的线性相位特性。
然而由于FIR滤波器系统函数的极点固定在原点，所以只能用较高的阶数达到高的选择性；对于同样
的滤波器幅频响应指标，FIR滤波器所要求的阶数可以比IIR滤波器高5～10倍，成本较高，运算量大，
信号延时也较大；对相同的选择性和相同的线性相位要求来说，则IIR滤波器必须加全通网络进行相位
校正，同样要大大增加滤波器的阶数和复杂性。
　　从结构上看，IIR滤波器必须采用递归结构，极点位置必须在单位圆内，否则系统将不稳定。
另外，在这种结构中，由于运算过程中对序列的舍入处理，所产生的有限字长效应有时会引起寄生振
荡。
相反，FIR滤波器主要采用非递归结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有限精度运算中都不存在稳定性
问题。
此外，FIR滤波器可以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实现，在相同阶数的条件下，运算速度可以大大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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