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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语言形式化原理》内容包括语言的形式与意义；语言；语言是形式与意义的辩证统一
；语言形式化研究的目的；语言形式化研究的学科支持；语言形式化研究的原则；语言
的结构层次与形式化；语音与形式化；语音的属性；语流分解与离散化处理；语音数字
化编码与PCM；采样；量化；编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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