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速信号传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高速信号传输>>

13位ISBN编号：9787121167577

10位ISBN编号：7121167573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美）约翰逊　著，邓晖　译

页数：473

字数：853000

译者：邓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速信号传输>>

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速信号传输应用领域享誉国际的经典教材与工具书。
高速数字设计重在研究基本的电路结构，而高速信号传输则重在研究传输线如何达到其速度和距离的
极限问题。
全书共13章，内容涉及不同传输线参数的基本理论，包括趋肤效应、邻近效应、介质损耗和表面粗糙
度，以及适用于所有导体媒质的通用频域响应模型；由频域传递函数计算时域波形；特殊传输媒质，
包括单端PCB引线、差分媒质、通用建筑布线标准、非屏蔽双绞线对、150欧姆屏蔽双绞线对、同轴电
缆及光纤；时钟分布的各种问题；采用Spice模型和IBIS模型进行仿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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