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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数字信号处理实验 

课程性质  非独立设课  课程属性  技术基础   

教材及实验指导书名称 《数字信号处理》   

学时学分：总学时  70 总学分  4 实验学时 16 实验学分  1  

应开实验学期   三    年级   六   学期 

先修课程 信号与系统、复变函数与概率论   

一、课程简介及基本要求 

数字信号处理主要研究如何对信号进行分析、变换、综合、估计

与识别等加工处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根据课程的性质、任务、要求

及学习的对象，将课程实验内容分为三个层次：基础验证性实验、设

计性实验和以及创新性实验。第一个层次，重点是验证，训练学生对

信号处理基本算法的理解能力；第二层次，重点是训练学生解决给定

信号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巩固课堂知识；第三层次由学生针对实际生

产或生活实际应用，提出设计目标，设计系统并完成对信号的处理。 

经过多层次，多方式教学的全面训练后，学生应达到下列要求： 

1.掌握离散时间信号、离散时间系统的分析方法； 

2.学会使用 FFT 算法对信号、系统进行频谱分析；   

3.掌握 IIR、FIR 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并应用 MATLAB 或 C

编程实现； 



 

 4.能熟练应用 MATLAB 或 C 解决数字信号处理的实际问题，做

到独立思考，深入钻研问题，学会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实验目的要求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是属于《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非独立实

验课程，是课堂教学的深化和补充，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是通

信类、电子类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该课程实验，使工科大学生能够掌握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基

本理论知识，学会使用 MATLAB 或 C 语言编程实现对信号或系统的

时、频分析，掌握 IIR、FIR 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并学会应用 FFT 变

换算法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三、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四、主要仪器设备： 

微型计算机、Matlab7.10 教学版、TC 编程环境。 

五、实验方式与基本要求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实验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独立完成实验操作。

学生根据各个实验的任务，每组 1 套实验设备，在规定时间内，独立

进行程序编写、数据测量与处理，并撰写实验报告。基本要求为： 

1．实验开始前，要求学生必须较为熟练地掌握所使用的计算机

语言和仪器设备的使用，以及程序的调试方法及技巧。 



 

2．实验前要作好充分准备，包括程序、所需数据、调试步骤、

测试方法、对运行结果的分析等。 

3．能根据需要查阅参考书、手册，通过独立思考，深入钻研有

关问题，学会自己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开发能力

和创新能力。 

4．实验时要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爱护实验设备，要熟悉与

实验有关的系统软件的使用方法。 

5．能独立撰写设计说明，准确分析实验结果，设计程序。 

6．每个实验完成后，应写出实验报告。 

六．考核与报告 

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评定学生成绩。每个实验，预习报告占

30%，实际操作 40%，总结报告 30%，实验成绩占课程总评成绩的

20%。 

实验成绩分：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量化标准详见有

关规定。 

七、实验项目设置与内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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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开 出

要 求

1  离散时间信号 1. 用 Matlab 或 C 语言编制两个  2  1 验证 本科 必做 



 

分析 

 

序列的相加、相乘、移位、反褶、

卷积等的程序； 

2. 画出画出两个序列运算以后的

图形； 

3. 对结果进行分析。 

2 
离散时间系统

分析  

1. 用 C 语言或 Matlab 编制时域

分析的程序； 

2. 用 C 语言或 Matlab 编制频率

分析的程序； 

3. 用 C 语言或 Matlab 软件画出

时域波形、频率响应； 

4. 对结果进行分。 

 2  1 验证 本科 必做 

3 
用 FFT 进行谱

分析  

1. 用 Matlab 或 C 语言编制信号

产生子程序， 产生典型信号供谱

分析用； 

2. 画对给出信号逐个进行谱分

析，绘出序列和幅频特性曲线; 

3. 设计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 FFT

计算序列频谱程序 

4. 对结果进行分析。 

 2  1 验证 本科 必做 

4 
利用 FFT 实现

快速卷积 

1. 对给出信号逐个进行谱分析，

绘出序列和幅频特性曲线； 
 2  1 验证 本科 必做 



 

2. 设计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 FFT

计算线性卷积的程序 

3. 对结果进行分析。 

5 

无限冲激响应

(IIR)数字滤波

器的设计  

1.用双线性变换法或冲激响应不

变法设计巴特沃斯和切比雪夫IIR

数字滤波器； 

2. 应用设计的滤波器对含噪信号

进行滤波处理，并对结果进行分

析。 

 2  1 设计 本科 必做 

6 

有限冲激响应

(FIR)数字滤波

器的设计    

1. 编制能产生矩形窗、汉宁窗、

汉明窗、三角形窗、布莱克曼窗

和凯塞-贝塞尔窗的窗函数子程

序； 

2. 观察3dB和20dB带宽以及阻

带最小衰减，比较四种窗函数对

滤波特性的影响。 

 2  1 设计 本科 必做 

7 
数字信号处理

综合设计 （1） 

录制一段个人自己的语音信号，

并对录制的信号进行采样，对采

样后的语音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2 1 创新 本科 必做 

8 
数字信号处理

综合设计 （2） 

1.录制一段个人语音信号； 

2.给定滤波器的性能指标，采用窗

函数法和双线性变换设计滤波

2 1 创新 本科 必做 



 

器，得出滤波器的频率响应； 

3.用自己设计的滤波器对采集的

信号进行滤波，得出滤波后信号

的时域波形和频谱，并对滤波前

后的信号进行对比，分析信号的

变化; 

4.回放语音信号，对比滤波前后的

信号。 

八．说明 

1．《数字信号处理》的先修课程是《信号与系统》、《复变函数

与概率论》，学生通过理论学习后，已初步掌握了信号与系统的基本

理论和应用数学工具解决一般问题的方法。 

2．在《数字信号处理》教学中，应注意不断深化和扩展教学内

容，注意向学生介绍数字信号处理的物理意义与具体实现的内容，提

高学生对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学习的兴趣，以及了解信号处理技术的实

际应用。 

    3.实验室开放的条件下，提出供学生选做的课题，加强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因材施教，注意学生的个性。 

九．制定人：王玉德 

审核人：赵建平  

批准人：秦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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