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证明：
bbbbkkkk=0=0=0=0

展开式中只含有余弦顶分量和直流分量

1111、偶函数
纵轴对称的性质
ffff(t)=(t)=(t)=(t)=ffff(-(-(-(-tttt))))

∑
∞

=

+=
1

10 )cos()(
k

k tkaatf ω



ffff(t)=-(t)=-(t)=-(t)=-ffff(-(-(-(-tttt))))
原点对称的性质

f(t)f(t)f(t)f(t)

OOOO tttt

f(t)f(t)f(t)f(t)

OOOO tttt

2222、奇函数



可以证明：
aaaakkkk=0=0=0=0

展开式中只含有正弦顶分量

原点对称的性质
ffff(t)=-(t)=-(t)=-(t)=-ffff(-(-(-(-tttt))))

2222、奇函数

∑
∞

=

=
1

1 )sin()(
k

k tkbtf ω



ffff(t)=(t)=(t)=(t)=----ffff((((t+T/2t+T/2t+T/2t+T/2))))
镜对称的性质

OOOO

f(t)f(t)f(t)f(t)

tttt
TTTT

2
T

3333、奇谐波函数



镜对称的性质
ffff(t)=(t)=(t)=(t)=ffff((((t+T/2t+T/2t+T/2t+T/2))))

3333、奇谐波函数

可以证明：
aaaa2k 2k 2k 2k =b=b=b=b2k 2k 2k 2k =0=0=0=0

展开式中只含有奇次谐波分量

⋯+
++

+

           
)]3sin()3cos([      

)]sin()cos([

1313

1111

tbta
tbta

ωω
ωωf(t)=f(t)=f(t)=f(t)=



f(t)f(t)f(t)f(t)

OOOO tttt

判断下面波形的展开式特点

f(t)f(t)f(t)f(t)是奇函数
展开式中只含有正弦分量

f(t)f(t)f(t)f(t)又是奇谐波函数
展开式中只含有奇次谐波

⋯++ )3sin()sin( 1311 tbtb ωωf(t)=f(t)=f(t)=f(t)=



系数AAAAkmkmkmkm与计时起点无关（但ψkkkk是有关的），
这是因为构成非正弦周期函数的各次谐波的

振幅以及各次谐波对该函数波形的相对位置总是一
定的，

并不会因计时起点的变动而变动；
因此，计时起点的变动只能使各次谐波的初

相作相应地改变。
由于系数aaaakkkk和bbbbkkkk与初相ψkkkk有关，所以它们也

随计时起点的改变而改变。

4444、系数和计时起点的关系



由于系数aaaakkkk和bbbbkkkk与计时起点的选择有关，所以

函数是否为奇函数或偶函数可能与计时起点的选择
有关。

但是，函数是否为奇谐波函数却与计时起点
无关。

因此适当选择计时起点有时会使函数的分解

简化。

4444、系数和计时起点的关系



例：已知某信号半周期的波形，在下列不同条件下
画出整个周期的波形

OOOO

f(t)f(t)f(t)f(t)

tttt

1111、只含有余弦分量
2222、只含有正弦分量
3333、只含有奇次谐波分量



OOOO

f(t)f(t)f(t)f(t)

tttt

1111、只含有余弦分量

f(t)f(t)f(t)f(t)应是偶函数

关于纵轴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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