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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用数字化手段来处理信息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工程领域，如电子、通信、
信息、生物医学工程、雷达、控制以及金融、证券等。
近40年来数字信号处理理论与技术飞速发展，已经形成为一门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学科，从事电子、
通信、信息以及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都有必要学习和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和方法。
本书以现代信号处理技术的应用为背景，突出数字信号分析与处理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础概念、时域离散信号与系统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傅里叶变换与分析
、数字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数字信号处理软硬件的实现，同时也引入了现代信号处理重要的工
具&mdash;&mdash;小波变换与分析，为读者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及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书将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通过大量的应用实例，让读者在学习基础理论的同时，掌握数
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应用。
本书不强调严密的数学理论，在算法设计方面并未给出详细的数学证明，有需要的学生可参阅其他书
籍。
本书用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一些基础原理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方法，教师可讲解其中的一部分，其余
大多数应用例子可供学生自行阅读，以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扩大知识面。
本书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的理论教学模式，将近几年国际流行的科学计算MATLAB软件引入到数字信号
处理的教学中。
随着MATLAB软件功能的日益增强，为数字信号处理提供了图形可视化计算手段，形象生动地揭示了
算法设计及实现流程。
通过MATLAB进行计算机仿真，能有效地提高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本书配有大量的实验源程序。
通过理论教学与实验相结合，使读者快速、直观地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基础理论及分析方法，从而全
面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前三章为本课程基本内容，后两章为扩展内容。
由于MATLAB软件的仿真实验在数字信号处理教学中越来越重要，建议除课堂教学外，应再安排一定
时数的实验课程。
每章配有大量的习题，其中部分为理论概念的计算与证明题。
部分习题需要通过MATLAB上机验证，只有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掌握这门课程的基本方法。
应该指出，本书提供了大量实际应用的例子，但书中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并非是最优的。
随着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新算法不断涌现，我们的目的只是给读者一个应用所学的基
本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框架，大量的实际应用问题还有待于在专门领域中的进一步探讨。
因此我们建议读者能结合所学内容广泛阅读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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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大量引入应用实例，将理论与应用
相融合，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并将MATLAB软件引入到教学中，结合
实验加强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培养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打下坚实的
基础。
    本书共分为5章，第1章介绍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知识，以及结合MATLAB的信号系统分
析方法；第2章讨论数字信号处理基本工具：傅里叶变换与分析；第3章介绍数字滤波器的基本理论、
设计方法；第4章简要介绍了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有效工具：小波变换及分析；第5章简述数字信号处理
器（DSP）硬件实现的特点和方法。
    本书适宜作为高等院校信息、通信、电子类专业本科生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数字
信号处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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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4.1.2 小波分析    4.1.3 小波分析与傅里叶分析的区别  4.2 连续小波变换    4.2.1 连续小波变换的定
义    4.2.2 连续小波变换的性质    4.2.3 几种常用信号的连续小波变换    4.2.4 连续小波变换的应用举例  4.3
离散小波变换与多分辨率分析    4.3.1 离散小波变换与多分辨率分析的基本概念    4.3.2 快速离散小波变
换的塔形算法  4.4 离散小波变换的应用    4.4.1 数据压缩    4.4.2 信号消噪  4.5 本章小结第5章 数字信号处
理器  5.1 引言  5.2 数字信号处理器的特点    5.2.1 功能特点    5.2.2 结构特点    5.2.3 典型的数字信号处理器
 5.3 DSP选型  5.4 DSP系统开发    5.4.1 DSP应用系统组成    5.4.2 DSP应用系统的开发流程  5.5 部分数字信
号处理器简介  5.6 本章小结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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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可重复再生性好数字系统本身就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这一点在数字中继通信中具有模拟系
统所不可比拟的优势，迅速发展的各种数字纠错编解码技术，能够在极为复杂的噪声环境中，甚至在
信号完全被噪声所淹没的情况下，正确的识别和恢复原有的信号。
4）强大的非线性信号处理能力借助于神经网络，盲信号处理和各种各样的自适应算法，数字信号处
理目前已经具有极为强大的非线性信号处理能力，同时，这也是目前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发展的主流方
向之一。
5）便于大规模集成I）SP处理器体积小、功能强、功耗小、性能价格比高，从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广
泛的应用。
6）可存储、运算和多维处理对数字信号可以存储、运算，系统可获得高性能指标，且能进行多维处
理。
这一优点使数字信号处理不再仅仅限于对模拟系统的逼近，它可以完成许多模拟系统完不成的任务。
例如，电视系统中的画中画、多画面、各种视频特技，包括画面压缩、画面放大、画面坐标旋转、演
员特技制作、特殊的配音制作、数字滤波器严格的线性相位特性，甚至非因果系统可通过延时实现等
。
利用庞大的存储单元，存储数帧图像信号，可实现多维信号的处理。
2.不足尽管如此，数字信号处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是其处理速度还不够高，不能处
理很高频率的信号，一般只能限于几十兆赫以下的信号；其次是算法复杂、运算量大的数字信号处理
系统的硬件设计和结构还比较复杂，价格比较昂贵。
尽管数字信号处理有诸多优势，但从根本上来说，模拟信号处理还不能完全被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代替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模拟信号处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实时的。
尽管以DSP、。
FPGA为代表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系统处理速度在很快地提高，但总会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达到实时
的要求。
数字处理系统依赖于处理器的速度。
（2）超高频信号处理需要模拟系统来完成。
受到采样定理及处理器性能的限制，数字处理系统不能处理超高频信号。
3.研究领域国际上一般将1965年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的问世作为数字信号处理这一学科的开始，再
接下来的40多年时间里，随着微电子学科的发展和数字器件速度的飞速提高以及人们对生活、实践、
科学研究的需要，大量的新算法理论和技术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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