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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系统的电源电路设计》

内容概要

电源电路是电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从工程设计要求出发，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模拟电路的电源
电路、RF（射频）系统的电源电路、ADC和DAC的电源电路、高速数字电路（FPGA）的电源电路、
无线电源电路、开关稳压器电源电路、基准电压源/电流源等电源电路设计和制作中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具有很好的工程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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