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信号处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信号处理》

13位ISBN编号：9787111414759

10位ISBN编号：7111414756

出版时间：2013-2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巴西）Paulo S.R.Diniz,Eduardo A.B.da Silva,Sergio L.Netto

页数：608

译者：张太镒,汪烈军,于迎霞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数字信号处理》

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详细介绍了离散时间信号及系统、傅
里叶变换、z变换、小波分析和数字滤波器设计的确定性数字信号处理，以及多重速率数字信号处理系
统、线性预测、时频分析和谱估计等随机数字信号处理，使读者深刻理解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和设计
方法。本书不仅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电子、通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和机电一体化等专
业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还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DSP设计方面的参考书。
本书特色
在上一版基础上，扩充了滤波器组和小波分析的内容，新增了随机信号处理、谱估计和求解差分方程
的内容。
涵盖Matlab实验内容，指导读者如何使用Matlab工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包括120个范例、20个研发案例、约400道练习题，以帮助读者理解概念和设计方法。
每章末增加了一节“Do-it Yourself”，使读者通过Matlab实验获得解决实际信号处理问题的亲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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