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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号与系统”课程是电子、通信、计算机、自动控制、信息处理等专业方向的重要技术基础课
之一。
它主要研究信号与系统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教学计划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课程以工程数学和电路分析为基础，同时又是后续的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是学生合理知识
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和良好的非智力素质方面，均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我们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科学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在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写成
本教材。
编写中考虑了以下特点：　　贯彻“打好基础，精选内容，逐步更新，利于教学”的原则，使本书能
成为一本教师好教，学生好学，有一定深度、新度和广度的基本教材。
　　提高起点，处理好与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电路分析基础等课程的分工、衔接与配合。
对学生已学过的内容原则上不再重复，必要时只简要提及或直接引用其结论，并注重物理意义的阐述
与工程应用。
　　重视教学法，循序渐进，遵循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
在教材体系上采用先信号后系统，先连续后离散，先时域后换域，先输入输出法后状态变量法，同时
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
坚持传授知识、发展智力与培养能力相统一的教学原则，在内容组织、习题选取方面注重学生思维能
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培养良好的非智力素质、严谨的科学作风与治学态度。
　　在编写中，努力做到：物理语言描述与数学语言描述并重；信号分析与系统分析并重；输入输出
法与状态变量法并重；时域分析法与变换域分析法并重；连续时间系统与离散时间系统并重；学理论
、做习题与做实验并重。
　　本教材由段哲民、严家明、李辉、李宏、冯晓毅和范世贵等编写。
其中段哲民提出编写提纲，编写了第1章，并完成全部教材的统稿；冯晓毅编写了第2章、第9章；李宏
编写了第3章、第4章；李辉编写了第5章、第6章；严家明编写了第7章、第8章，范世贵参加了前言和
部分章节内容的编写。
此外，周巍、孙伟参加了部分习题选做工作。
　　本教材之所以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得益于由段哲民、范世贵之前编
写的《信号与系统》，这部教材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的青睐，在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因此，特向参加这部教材编写的所有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此外本教材的编写得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的支持与指导；电子科学与技术系王淑敏教
授、杨雨奇、朱岩、蒋雯、胡红旗、尹熙鹏等给予了热情帮助和支持。
在此均深表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不妥之处难免，敬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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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第三版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科学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信号与系
统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修订的。
全书内容共9章：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连续系统时域分析；连续信号频域分析；连续系统频域分
析；连续系统复频域分析；复频域系统函数与系统模拟；离散信号与系统时域分析；离散信号与系统
Z域分析；状态变量法。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生“信号与系统”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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