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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血壓功率頻譜在 0.02 到 1.7 Hz 的頻率範圍內，交感神經具有調節其功率大小的能力。對交感神經活性做特定頻率變動，應該會造成同頻率的血壓變動。這就是欲進行研究的課題。


然而訊號處理的課題裡面，取樣定理與傅立葉轉換是必備工具，同時傅立葉轉換也是大部分訊號處理方法的核心。因此在第一章裡，敘述了取樣定理及其重要性並利用數值積分方法來推導離散傅立葉轉換公式。在程式的撰寫方面，也對如何使用 MATLAB 來進行快速傅立葉轉換實作方法給了更明確的描述。


儘管傅立葉轉換在訊號分析上應用廣泛，但凌波函數因具備適應性的 ”窗” 與較低的計算複雜度，便可成為訊號分析的另一個選擇。在眾多凌波函數中，雙正交凌波函數接近對稱的特性，可使訊號分析結果不產生偏移，因此選擇雙正交凌波函數來進行血壓與交感神經活性訊號分析。所以在第二章裡，把雙正交凌波函數相關知識做一些整理。順便，也重新整理 Battle-Lemarié 和 Meyer 凌波函數。而為了保持論文的完整性，在第三章也交代了生物實驗與訊號取得方法。到了第四章，把一些應用再頻譜分析與時間序列相關統計量，統一做了解釋，整理與分析。最後，我們呈現數據分析方法與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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