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SP原理与应用》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制定实验教学大纲的依据 

根据本校《2004 级本科指导性培养计划》和《DSP 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制定。 

二、本实验课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DSP 原理与应用》课程在电子信息工程与自动化、通信工程专业教学计划中是一门重 

要的技术基础课。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 DSP 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和基本的开发编程工 

具。实验课是本课程重要的教学环节，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DSP的开发环境，熟悉程序的编 

辑、调试、下载和图形显示等功能，学会使用 DSP的基本输入输出接口，采用 DSP 编制程序 

以实现语音信号的基本处理功能，编制程序实现信号的 FFT。接受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本实验课讲授的基本实验理论 

1、掌握 DSK 实验电路板上的基本资源，如 DIP 开关的位置，音频接口线的位置和音频 

接口线的种类等，实验电路和实验箱的使用注意事项； 

2、掌握音频信号的采集和回放原理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硬件电路； 

3、掌握 FFT 的物理意义，并结合实际例子说明信号 FFT 变换后与信号的时域形式之间 

的关系； 

4、结合实验指导书中给出的实验，说明中断处理的基本操作，如何通过定时中断实现 

一些基本功能。 

四、本实验课学生应达到的能力 

1、熟悉 CCS2.0for 6713DSK 的软件环境和基本操作，学会编制简单的程序，学会在 CCS 

环境下基本的调试手段和方法； 

2、熟悉 6713DSK 板上的资源，学会如何编程控制和利用 6713DSK 的板上资源。 

3、了解 6713DSK 板上的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学会使用 API 函数控制音频信号的采集和 

播放，掌握语音信号处理的基本方法。 

4、熟悉 FFT 算法原理和 FFT 子程序的应用，理解 FFT 的物理意义，学会离散系统的输 

出和连续系统的采样序列进行频谱分析。 

5、熟悉 FIR滤波器原理与编程方法。 

6、熟悉中断的基本处理，能够利用定时中断实现一些基本功能，学会中断编程。



五、学时、教学文件 

学时：本课程总学时为 32 学时,其中实验为 8 学时,占总学时的 25%。 

教学文件：校编《TMS320C6713DSK 数字信号处理器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学生自拟； 

学生实验前必须预习实验指导书，并写出预习报告；指导教师应概述实验的原理、方法 

及设备使用等；具体编制程序的步骤和实验结果的处理由学生独立完成。 

六、实验考核办法与成绩评定 

实验课成绩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10%，对无故不做实验者，本课程不予通过(或实验不合 

格者，实验成绩不计入总成绩)。 

七、仪器设备及注意事项 

仪器设备：TMS320C6713DSK 实验教学系统。 

注意事项：注意保护设备，不要用手接触开发板，轻接触 DIP 开关。 

注意 ANSI 标准 C 和学生以前学习的 VC或 C 语言的区别，并以编程中具体的问题，如数 

组的下标等。 

八、实验项目的设置及学时分配 

序号 实 验 项 目 学时 实验类型 要求 适用专业 

1 CCS 编程环境下编程和调试实验 2 验证 选做 

2 基本 I/O 接口操作和线性汇编混合编程 2 验证 选做 

3 音频信号采集和处理实验 2 验证 选做 

4 快速傅立叶变换实验 2 设计 选做 

5 定时器中断与中断处理实验 2 验证 选做 

6 有限冲击响应滤波器实验 2 验证 选做 

7 学习使用 CCS 集成开发系统 2 验证 选做 

8 FIR 滤波器的设计 2 设计 选做 

9 FFT 实验 2 验证 选做 

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注：第 4、8 项中必做一项，在其余的项目中选做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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