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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自2004年出版以来，经过了5年5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同时，将它直接作为教材使用的本
科专业学生，已从原来面向自动化专业自动测试与控制方向的本科生，扩展到测控技术与仪器、信息
工程以及探测制导与控制3个本科专业的本科生。
专业面向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对这一课程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另外
，考虑到信号分析与处理的理论、原理、方法、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高速拓展和发展，有必要在保证
课程基础理论、原理相对稳定的同时，融入体现时代气息的新内容，这也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本书第1版有幸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借其作为“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推出的契机，在原书基本框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全书内容作了较大幅度的更新和修订，主
要包括：　　①删掉了“实时信号处理及其系统概述”与“非平稳状态的系统分析”两节。
　　②引入了二维傅里叶变换、分数傅里叶变换、希尔伯特变换（包括希尔伯特一黄变换）、沃尔什
变换、分形变换、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粒子滤波等基本概念，其中分数傅里叶变换、希尔伯特一黄变换
、分形变换、主成分分析和粒子滤波这些新的内容，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其应用，都还在研究和发展
中，将其反映到教材中，无疑是一种尝试。
这些内容不一定都需要在课程中讲述（某些内容根据具体情况也是可以选用的），但对于开拓学生视
野，学习其他相关课程，帮助学生的课外科技实践以及继续深造或者毕业后从事相关的技术工作，这
些内容是有益的和必需的。
由于这些内容涉及的数学基础知识对于本科学生来说不一定都学习过，所以在编写教材时，作了相应
的补充，力求本科生能够自学，看得懂，能正确理解，需要时可以用得上。
　　③增加了一些特色内容，例如“相关检测在硅谐振式微传感器动力学特性检测中的应用”一节，
是相关检测技术在科研课题中的实际应用，根据我们的体会，对于从事测控系统和测试专业学习和工
作的学生以及技术人员来说，深刻理解、掌握相关检测及类似的锁相技术是有必要的；同时通过这方
面的深入实际的介绍，希望能对读者起到联想和启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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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试信号处理技术（第2版）》基本内容仍为信号分析与处理的理论基础知识，主要包括连续
和离散时间信号的频谱分析，模拟和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原理和方法，同时介绍了随机信号分析、现代
信号处理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
《测试信号处理技术（第2版）》以连续时间信号的分析处理为基础，以数字信号处理为重点，不要
求以“信号与系统”为先修课程。
　　《测试信号处理技术（第2版）》共分8章，包括概论，信号分析和处理基础，离散时间序列及其z
变换，离散时间信号分析，数字滤波基础，数字滤波器，随机信号分析基础，现代信号处理技术.。
　　《测试信号处理技术（第2版）》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作为测控技术与仪器、信息
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自动化、精密仪器、电器工程和机电工程等大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作
为相关专业工程硕士的教材以及从事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信号分析与处理技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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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　　1.1 信息、消息和信号　　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E＝mc2，表示了宇宙间存在物
质和能量及其相互转换的关系，但宇宙中除了物质和能量以外，还存在信息。
有一种理论表明：宇宙是二次大爆炸的产物，爆炸产生了物质、能量，同时也产生了信息，因此，信
息存在的历史与物质、能量一样久远，差不多有150亿年。
但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中，人们对信息的认识远不如对物质与能量的认识。
现在，人们已将物质、能量和信息称为客观世界的三要素，世界由物质组成，能量是一切物质运动的
动力，信息是人类了解自然及人类社会的依据。
人类正逐渐进入信息社会，获取、传输、交换和利用信息成为人类基本的社会活动。
什么是“信息”，如何获取并进行信息的传输、交换和利用，就成为人们必须研究和特别重视的重大
课题。
　　1.信息、消息和信号　　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information）、消息（message）和信号（signal
）是密切相关，但是却不同的三个重要概念。
　　信息，中文的译名有时也用“讯息”或“资讯”。
人们对于信息的了解比对物质和能量晚了许多。
信息到底是什么？
有人做过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外已有超过100种信息的定义，如果用关键词information definition
在Google中进行搜索，会有远超过100种信息定义的查询结果。
但这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定义。
因此有人干脆认为：信息至今没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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