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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信号处理原理与实践》

前言

　　信号处理是信息科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学科。近20年来，信号处理学科获得了迅速发展
，这段时期新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成为现代信号处理的主要标志。现代信号处理已经广泛应用
于通信、多媒体、自动化、地球物理、航空航天、生物医学、天文、振动工程等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
。　　随机信号处理是现代信号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将“随机信号处理”列
为“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及“
电子与通信工程”、“控制工程”等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专业基础课。目前这些信息科学类硕
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一直都在扩大，从2009年起，我国许多高校也开始招收信息科学类的全日制工程
硕士研究生。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无论是学术型硕士还是工程型硕士，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工科类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体现工程性、实践性和应用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出版多部“随机信
号处理”课程的教材，有些水平还很高。但这些教材往往过分强调理论，也要求读者有较高的数学基
础，对于大多数一般院校的硕士研究生，特别是工程硕士研究生，这些教材所采用的数学知识往往成
为难以克服的障碍。作者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目前还没有特别适合工程硕士研究生和一般院校硕士
研究生使用的“随机信号处理”课程的教材。因此，以“工程性、实践性和应用性”为目标进行“随
机信号处理”课程的教材建设是十分有意义的。为了适应教材建设的需要，作者在长年从事本科生、
研究生信号处理系列课程教学和建设工作，以及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的基础上，编写了这部有一定特
色的教材。　　全书共分8章。第l章回顾和概述了离散时间信号处理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是本科“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内容。第2章回顾了离散时间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讨论了随机信号通过
线性系统和谱分解定理，还提供了估计理论的人门性介绍。第3章讨论了随机信号的三种线性模型，
以及这三种模型间的关系。前三章内容是学习后续章节的必要基础。第4章讨论了平稳随机信号的自
相关估计，阐述了非参数谱估计的相关图法和周期图法，最后介绍了语音信号的非参数谱估计实例。
第5章讨论了最优线性滤波器，包括最优信号估计、线性均方估计、维纳滤波器及最优线性预测等内
容。最优线性滤波理论简洁而完美，是随机信号处理的经典内容。第6章讨论了最小二乘滤波和预测
，包括最小二乘原理、线性最小二乘估计、最小二乘FIR滤波器及最小二乘线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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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信号处理原理与实践》

内容概要

《随机信号处理原理与实践》系统地介绍了随机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算法及应用。全书共8章，内
容包括离散时间信号处理基础、随机信号分析基础、随机信号的线性模型、非参数谱估计、最优线性
滤波器、最小二乘滤波和预测、参数谱估计、自适应滤波器。《随机信号处理原理与实践》尽量采用
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熟悉的数学知识阐述基本理论，注重用例子解释基本概念，
用MATLAB仿真实验帮助读者理解所学内容。各章均给出了适当的习题和上机实验题，以方便读者实
践和教师教学。书中所有的MATLAB程序和实验用数据文件，读者可从科学出版社的网站下载。
《随机信号处理原理与实践》可作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及教学参考书，也可
供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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