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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全书共分13章，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知识，平稳过程的线性模型，确定性最小二乘滤波器，统计性最
小二乘滤波器，自适应滤波器，现代功率谱估计，离散希尔伯特变换，同态信号处理，高阶谱估计，
短时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维格纳分布和多速率信号处理。
每章末给出了大量的习题，并在书后附有参考文献。
?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材和参
考书，也可作为企、事业单位从事通信与电子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等相关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人员
的参考书和培训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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