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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在本論文中，我們將應用兩種不同類別的最佳化演算法，結合有限/無限脈衝響應(FIR/IIR)濾波器的設計技巧來設計FIR/IIR上昇餘弦函數類比與數位濾波器。這兩種最佳化演算法分別是進化演算法和模擬退火法則結合擬牛頓法。在IIR濾波器的實現上我們將提出兩種可以達成穩定特性暨振幅頻率響應近似於理想上昇餘弦函數頻率響應的有效設計方案，以解決上昇餘弦函數在IIR型態實現方面穩定度的問題。這兩種不同的設計方案一類可以針對類比濾波器在作完類比轉數位後所發生的失真效應進行補償修正，另一類可以較有效率的設計出IIR型態之數位濾波器。

另外我們也將研討較佳性能的FIR數位式上昇餘弦函數濾波器最佳化設計方式，並與其他不同設計方法作性能比較。最後我們將分析並比較不同的設計方法對不同階數與不同捲積因子之FIR/IIR上昇餘弦函數濾波器的效能影響。
	關鍵字(中)	
      	  ★ 上昇餘弦函數濾波器
★  捲積因子
★  有限/無限脈衝響應
★  模擬退火法則結合擬牛頓法
★  進化演算法	關鍵字(英)	
      	  ★ EA
★  FIR/IIR
★  RC-Filter
★  Rolloff Factor
★  SA_D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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