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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大数据）》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42201 总学时 80 学分 5

课程名称 信号与系统（大数据）

课程英文名称 Signals and Systems

适用专业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先修课程 （7030701）高等数学Ⅰ(1)、（7030702）高等数学Ⅰ(2)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人工智能系（大数据）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树立有关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牢固掌握连续和离

散信号与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掌握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和 z

变换的基本内容、性质与应用，掌握时域、变换域（频域和复频域）的分析方法，

特别要建立信号与系统的频域分析的概念以及系统函数的概念，为学生进一步学

习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目标 1：激发起学生对信号与系统学科方面的学习志趣和热情，使他们

有信心也有能力逐步适应这一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

课程目标 2：使学生深入了解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能够应用到实际工程

中。

课程思政目标：作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将从信号处理应用方向和敬业精神

方面开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弘扬社会主义精神。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 信号与系统分析导论

（一）教学基本内容

1.1信号的描述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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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系统的描述及分类

1.3信号与系统分析概述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几种基本典型信号的解析表达式、波形与性质（特别是单位阶跃

信号与单位冲激信号的性质），信号的运算，线性时不变系统的性质和判别方法。

2、理解：信号的分类、信号的分解、系统的分类、系统方框图

3、了解：信号的概念、系统的概念

第二章 信号的时域分析

（一）教学基本内容

2.1连续时间信号的时域描述

2.2连续时间信号的基本运算

2.3离散时间信号时域描述

2.4离散时间信号的基本运算

2.5确定信号的时域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的概念与计算，冲激响应的概念和性质，

阶跃响应的概念和性质，卷积积分的物理意义、计算方法和性质。

2、理解：微分方程的时域求解方法、冲激函数匹配法、冲激响应的时域计算

方法。

3、了解：确定信号的时域分析

第三章 系统的时域分析

（一）教学基本内容

3.1 线性时不变系统的描述及特点

3.2 连续时间 LTI系统的响应

3.3 连续时间系统的单位冲激响应

3.4卷积积分及其性质

3.5离散时间 LTI系统的响应

3.6离散时间系统的单位脉冲响应

3.7卷积和及其性质

3.8单位冲激响应表示的系统特性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线性时不变系统的描述及特点，连续时间系统的单位冲激响应，

连续时间 LTI系统的响应，离散时间 LTI系统的响应，离散时间系统的单位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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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卷积和及其性质

2、理解： 卷积积分及其性质

3、了解： 单位冲激响应表示的系统特性

第四章 信号的频域分析

（一）教学基本内容

4.1 连续周期信号的频域分析

4.2 连续非周期信号的频谱

4.3常见连续时间信号的频谱

4.4连续时间傅里叶变换的性质

4.5离散周期信号的频域分析

4.6离散非周期信号的频域分析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傅里叶变换的定义，典型非周期信号（包括冲激函数和阶跃函数）

的傅里叶变换，傅里叶变换的基本性质及其应用，卷积定理及其应用，抽样信号

的傅里叶变换，抽样定理

2、理解：周期信号的两种傅里叶级数，周期函数的对称性与傅里叶级数系

数的关系，一般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变换与傅里叶级数的

关系，时域周期性与频域离散性的对应关系

3、了解：吉布斯现象

第五章 系统的频域分析及其应用

（一）教学基本内容

5.1 连续时间系统的频率响应

5.2 连续信号通过系统响应的频域分析

5.3无失真系统与理想低通

5.4抽样与抽样定理

5.5调制与解调

5.6离散时间系统的频域分析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利用频域系统函数 H(j)求系统的稳态响应，无失真传输系统的

特性，理想低通、高通及带通滤波器的频响特性及其应用，调制与解调的基本原

理

2、理解：从抽样信号恢复连续时间信号的基本原理

3、了解：频分复用与时分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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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 s域分析

（一）教学基本内容

6.1 连续时间信号的复频域分析

6.2 连续时间系统的复频域分析

6.3 连续时间系统函数与系统特性

6.4 连续时间系统的模拟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常用函数的拉氏变换及其收敛域，拉氏变换的基本性质，部分分

式法求拉普拉斯逆变换，微分方程表征的 LTI 连续系统的 s域分析，系统函数的

概念及利用系统函数分析系统的方法，由系统函数的零、极点分布确定频响特性，

系统的因果性和稳定性分析

2、理解：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用拉氏变换的方法分析电路，根据系统函

数的零极点分布确定系统的时域响应特性，双边拉普拉斯变换及其收敛域

3、了解：拉普拉斯变换与傅里叶变换的关系

第七章 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 z域分析

（一）教学基本内容

7.1 离散时间信号的 Z域分析

7.2 离散时间系统的 Z域分析

7.3 离散时间系统函数与系统特性

7.4 离散时间系统的模拟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z变换定义，z变换的性质，典型序列的 z变换及其收敛域，逆 z

变换的求解方法，利用 z变换解差分方程，离散系统的系统函数，根据离散系统

函数的零极点分布确定频响特性，系统的因果性和稳定性分析，离散系统框图的

建立

2、理解：序列的傅里叶变换（DTFT），根据离散系统函数的零极点分布确

定系统的时域响应特性

3、了解：z变换与拉普拉斯变换的关系

第八章 系统的状态变量分析

（一）教学基本内容

8.1 状态方程的普遍形式

8.2 连续时间系统状态方程的建立

8.3 离散时间系统状态方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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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连续时间系统状态方程的求解

8.5 离散时间系统状态方程的求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系统状态方程的形式，根据微分方程、系统框图、系统函数建立

连续时间系统状态方程，根据差分方程、系统框图、系统函数建立离散时间系统

状态方程

2、理解：连续系统状态方程和离散系统状态方程的复频域求解方法

四、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实验教学是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课内实验。通过实验使

学生掌握信号的频域、时域分析的实验手段；熟悉信号系统的设计与仿真新技术；

培养学生正确获取测量数据的方法；培养学生对测量得到的数据进行正确处理的

能力；培养学生综合实验能力，使学生能熟练进行实验操作并能简单处理实验故

障，以提高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

实验内容与学时安排：

实验一 信号的产生与运算 2学时

实验二 信号采样 2 学时

实验三 线性时不变系统分析 2 学时

实验四 连续系统频域分析 2学时

实验五 连续系统复频域分析 2学时

实验六 Z域分析 2学时

实验七 IIR 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2学时

实验八 离散傅里叶变换 2学时

五、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总学时

1.信号与系统分析导论 8 8

2. 信号的时域分析 8 2 10

3. 系统的时域分析 8 4 12

4. 信号的频域分析 8 2 10

5. 系统的频域分析及其应用 8 8

6.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 s域分

析

8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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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 z域分

析

8 6 14

8. 系统的状态变量分析 8 8

合 计 64 16 80

六、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1. 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课下辅导的方式，以课堂讲授为主。

2. 使用幻灯片和网页作为主要教学辅助工具。

3. 完成课后思考题，以加强学生理解。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信号与系统》，陈后金，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6月，ISBN 号：

9787040540222

2.参考资料

《信号与系统》，郑君里，应启珩，杨为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 月，

ISBN 号：9787040315196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总评成绩以百分制计算，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同时考察

学生上课积极学习态度，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团结友爱进步精神。平

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20%（以上课提问或测试为主），期末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

的 80%。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张 远

大纲审核人：王彦平

开课系主任：王彦平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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