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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数字语音编码的基本理论、技术和分析方法，主要内容包括：语音编码发展概况，
语音信号和人的听觉特性，数字语音编码基本技术，语音波形编码，声码器，合成分析线性预测编码
。
全书突出介绍多脉冲激励、规则脉冲激励和码激励线性预测编码，其中又以应用最广泛和最有发展前
途的码激励线性预测编码为重点。
书中选择GSM
13 kb/s、G.722、FED-STD1016和G.728等语音编码标准作为实例进行详细分析。
书中安排了一定数量的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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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全国工科电子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著作有《高频电子线路》（参编，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数字信号处理》（普通高等教
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字语音处理》（获原电子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和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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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与题解》等。
完成&ldquo;数论变换和多项式变换的理论和应用&rdquo;，&ldquo;有限环计算的神经网络方法研
究&rdquo;等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dquo;蓝绿激光对潜通信&rdquo;和&ldquo;激光探潜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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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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