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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号与系统》讨论确定性信号与系统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基于系统的线性时不变性，从函数正交分解的角度讨论信号与系统的特性，以及求解系统响应的问题
。
《信号与系统》分别讨论信号基于时间及幅度两个变量的正交分解而引出的信号与系统的分析问题，
包括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时域分析、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实频域分析、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复频域分
析、离散时间序列与系统时域分析以及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变换域分析。
　　《信号与系统》力图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采用符合正常思维逻辑和规律的思路选材和行文。
突出知识体系和结构关系的分析，加强在研究方法及思维规律方面的分析和阐述。
《信号与系统》适用于通信、电子、计算机及自动控制等专业的本科生，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及
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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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认识的一般规律而言，人们总是首先感受到某种现象的存在，然后对其进行细致地观察。
通过对观察结果的不断总结提炼，得到一系列的规律，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出具有相对独立性
的基本概念。
所谓相对独立性就是一个基本概念不能被其他基本概念或基本概念的组合所替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物理学中的量纲。
&ldquo;米&rdquo;是不能被&ldquo;秒&rdquo;所替代的，因为其对应的概念分别是距离和时间。
可以说，基本概念是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结晶，是建立一门学科的基础，但通常也是最抽象、最难以
理解和掌握的。
　　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习和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和规律，并能够加以初步应用，不可能完全按照一
般的认识过程来重复，而往往是从基本概念开始，从该学科观察和处理的基本对象的描述开始，因此
我们首先讨论信号的定义及其描述方式。
　　所谓信号就是信息的载体。
信号通常表现为某种物理量的变化，例如常见的电压、电流、电荷量以及磁通量等。
人们最早对客观现象的描述方式是图形，其后才出现了文字，例如我国的《九章算术》。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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