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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频分布方法+首先通过经验模态分解使非平稳信号平稳化(将信号分解成为多个相互独立且具有简单频率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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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针对平稳信号的变换方法(不能很

好地反映非平稳信号的时频特征+

针对傅里叶变换的上述缺点(人们对时频分析

方法进行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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