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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磁兼容设计与测量技术》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电磁兼容设计及测量方法，从最基础的印制电路到
设备、系统、系统间，循序渐进，对广大的工程设计和试验人员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测量指导，并根
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对技术人员遇到的问题给予解答。《电磁兼容设计与测量技术》实用性很强，面向
广大电磁兼容工程设计人员、电工电子产品设计及检测人员、电工电子等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是
电磁兼容设计的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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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测量技术没有展现出太多的实用心得
2、读完后增加了对辐射控制技术的基础理解。适合入门级电磁兼容方面的设计与测量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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