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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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4201 总学时 64 学时 学分 4

课程名称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数字信号处理）

课程英文名称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留学生）、电子信息工程（国际化培养班）

先修课程 信号与系统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电子工程系（电子信息）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够掌握用 DFT、FFT变换进行信号的频谱分析的方法，能够根据技术指

标进行 IIR、FIR 数字滤波器设计及误差估算等，为学生未来解决相关的复杂工

程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第 0单元 绪论

基本要求：

了解：信号、处理和系统的概念，数字信号处理的一般过程、应用范围和

发展方向。

第 1单元 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

基本要求：

了解：线性时不变系统，因果系统，因果系统的稳定性，卷积运算的基本

规则。

理解：数字序列的概念和表达方法，序列的基本运算，一般序列，用单位



采样序列表达序列。

掌握：采样定理。

基本内容：

1.1 离散时间信号：序列

1.2 连续时间信号的采样

第 2单元 Z变换

基本要求：

了解：Z变换与拉普拉斯变换和傅里叶变换之间的关系。

理解：Z变换的定义，收敛区域，系统函数，系统函数和微分方程之间的

关系。

掌握：傅立叶变换的对称性，系统的频率响应。

基本内容：

2.1 Z变换的定义和收敛区域

2.2 Z变换和傅里叶变换之间的关系

2.3 Z变换的性质

2.4离散时间系统的系统功能和系统的频率响应

第 3单元 离散时间信号采样

基本要求：

了解：采样程序，采样功能。

理解：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掌握：连续时间信号的离散时间处理、低通滤波过程。

基本内容：

3.1周期抽样

3.2采样频域特性

3.3采样信号重建

第 4单元 线性时不变系统分析

基本要求：

了解：通带，阻带。

理解：群延迟原理。

掌握：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的零极点解法

基本内容：

4.1 LTI系统频率响应

4.2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



第 5单元 数字滤波器的结构

基本要求：

了解：数字滤波器结构的表达方法。

理解：几种经典数字滤波器的特性。

掌握：IIR和 FIR 数字滤波器的实现形式。

基本内容：

数字滤波器结构的表示方法

5.2 IIR数字滤波器的结构

5.3 FIR数字滤波器的结构

第 6单元 I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

了解：模拟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理解：滤波器的频率特性。

掌握：脉冲响应不变规则、双线性变换规则、频率变换规则、Z平面变换

规则。

基本内容：

6.1模拟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6.2脉冲响应不变性规则

6.3双线性变换规则

6.4频率变换规则

6.5 Z平面变换规则

第 7单元 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

了解：窗口功能的概念。

理解：FIR滤波器的幅度和频率特性。

掌握：窗函数的设计规则，频率抽取规则。

基本内容：

7.1线性相位 FIR数字滤波器的特性

7.2基于窗函数的设计规则

7.3频率抽取规则

第 8单元 离散傅里叶变换

基本要求：

了解：DFT及其性质

基本内容：



8.1离散傅里叶级数

8.2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变换

8.3有限长序列的傅里叶变换

8.4傅里叶变换特性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总学时 64 学时，其中讲授 54 学时，实验 10 学时。

单元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0 绪论 1

1 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 5 2

2 Z变换 6

3 离散时间信号采样 6 2

4 线性时不变系统 8 2

5 数字滤波器结构 8

6 IIR滤波器设计 6 2

7 FIR滤波器设计 8

8 离散傅里叶变换 6 2

合 计 54 10

五、 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实验教学是数字信号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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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实验手段；熟悉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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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2学时

（2） 离散时间信号采样：2学时

（3） 线性时不变系统分析：2学时

（4） IIR 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法：2学时

（5） 离散傅里叶变换：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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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以一定



比例的实践教学时间。

（2）使用 PowerPoint 幻灯片作为主要教学辅助工具，以模式教学网为主要

载体，根据上课内容教师选择相应软件运行进行教学。

（3）除课堂教学和实验环节外，本课程需要学生完成课后作业。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1. 教材
Alan V. Oppenheim，Discrete-Time Signal Processing 3rd edition，Pearson，

August, 2009.

2. 参考资料
Alan V. Oppenheim，Signal and Systems 2rd edition, Pearson, 1996.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期末考核采用百分制，出勤率 50%，实验 30%，作业 20%。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崔家礼

大纲审核人：关晓菡

开课系主任：鲁远耀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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