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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积累了多年科研与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国际上较新的资料编写而成的。本书
的特点是以随机
信号处理中最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特别关注的随机信号自适应处理为重点，介绍了单变量、多变量和
二维随机信号的自适
应处理方法。大部分章节都有仿真计算的例题，同一例题又采用多种算法进行比较，便于读者较深入
地学习研究。
本书适用于从事各种随机信号处理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也可供仪器仪表、测试计量、控制、电子、生
物医疗与自动化
等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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