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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数字信号处理还是很新的东西。
大学四年级下学期，系里开了一门“数字滤波器”选修课。
当时班里年长一点的同学说，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工程的未来，所以我就“随大流”选学了那门课。
后来，我有机会去“数字滤波器”课程所用教材的编著者邹理和教授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信号与系统
教研室进修，接触了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1986年，我用当时国内极为难得的，美国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公司的第一台数字信号处理器
产品——TMS32010，一个8位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实现了一个用于雷达信号处理的自适应滤波器，于是
开始对数字信号处理产生兴趣，并对如何开发和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系统有了一些想法。
1988年我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那时学校教务处和主管青年教师的校领导很有远见，鼓励青年教
师从事科学研究。
因此我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图形框图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和开发的设想，并从学校得
到了4000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
当时的4 000元差不多是我40个月的工资，作为启动基金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由于我那时在计算机图形学，图形用户接口的编程方法以及高级程序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是空白，
课题进展极为困难，后来因为赴美留学，对这一课题的探索只得告一段落。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几位著名教授，如我的导师Richard J.Vaccaro、steven M.Kay和快速傅里叶变换
（FFT）计算机实现的发明者之一的James W.Cooley等指导下，研究方向转向信号处理的理论方面，也
没能有机会继续进行用图形框图进行信号处理系统的模拟与设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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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学习和使用Simulink对信号处理系统进行模拟和仿真的参考书籍，是笔者对多年来在MathWorks
工作期间与公司软件开发人员及众多用户交流、切磋获得的经验、体会的总结和提炼。
全书共8章，介绍了Simulink的基本知识和Simulink的扩展之一——信号处理模块集，并按照一般信号
处理系统的组成方式和信号流程介绍如何用Simulink建立系统模型——包括信号的产生，信号的滤波
，信号的统计参数与信号估计，以及如何在Simulink系统模型中实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这本书的重要特点是在讨论信号处理系统建模时采用了大量实例。
全书共提供了近100个Simulink模型文件，是学习Simulink软件，掌握模块特点和应用场合，进而建立复
杂信号处理系统模型的宝贵参考资料。
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涉及面广，取材新颖、实用。
并且特别介绍了Simulink近几年引入的几个重要元素，如传统代码工具和内嵌式MATLAB等。
    本书可以作为电气工程、自动控制及其他专业老师、学生，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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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Simulink是一个与MATLAB融为一体，对动态系统进行模拟、仿真和分析的应用软件。
这样的动态系统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非线性的，可以是连续的、离散的，或者是两者混合的系统
。
用simulink还可以对多速率系统进行有效的模拟、仿真和分析。
　　Simulink是基于模型的系统设计方法的平台和工具　　在建立系统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设计是
一个以系统模型为中心、以实现系统的要求和指标为目的进行系统的设计、实现、测试及验证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模把通常以文字表达的对系统的要求、指标及规范转化成为一个可执行的系统
模型。
这一模型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化、线性化的系统，而是在考虑并反映了实际系统及运行中可能
存在的非线性、系统内部噪声、系统外部干扰等种种现象后得到的一个对系统的描述。
使用simulink等于是把用户的计算机变成了一个模拟和分析各种类型系统的实验室。
　　Simulink的图形用户接口（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使用户能像用纸和笔构画系统方框图那
样用Sireulink提供的系统基本模块建立系统模型。
Simulink提供的系统基本模块库包括各类信号源，信号终端（显示、示波器等），各类线性和非线性
器件、连线、接插件等。
如果Simulink提供的模块不能满足需要，用户可以建立自定义模块。
Simulink提供的交互式图形环境极大地简化了建模过程，用户没有必要再像使用其他工具语言或程序
那样去建立描述系统的微分或差分方程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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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讨论Simulink的工作原理、Simulink的基本模块库以及用Simulink建立
信号处理系统模型时采用了大量实例，提供了近100个Simulink模型文件。
这些建模实例建立在MATLAB/Simulink的R2009a的版本之上，并逐个进行了测试。
它们是学习Simulink软件，掌握模块特征和应用场合，进而建立复杂信号处理系统模型的重要参考资
料。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涉及面广，取材新颖、实用。
本书介绍了Simulink近几年引入的几个重要元素，如第7章中介绍的传统代码工具和内嵌式MATLAB。
使用传统代码工具已经成为在用Simulink建立系统模型时采用C代码的主要手段；而内嵌式MATLAB的
引入，为用Simulink进行系统建模，模拟，仿真及系统实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与Simulink图形编程、
图形表达互补的文字编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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