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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微芯公司dsPIC30F系列通用数字信号控制器的基本原理和工程应用方面的知识。
书中除介绍通用数字信号控制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基本使用方法外，还介绍了大量应用例程及编程
有关的知识，几乎涉及dsPIC30F系列数字信号控制器的几乎所有功能模块的编程应用，给出了典型应
用实例的电路原理图和汇编源程序、C语言源程序清单，并将这些程序放在书中所附光盘中。
本书是一本很好的掌握数字信号控制器应用设计和工程开发编程入门与提高的参考书，适用于开发者
和初学者；也可作为大学本科学生或研究生数字信号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课程或嵌入式系统课程的教材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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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dsPIC通用数字信号控制器原理及应用：基于dsPIC30F系列》是一本很好的掌握数字信号控制器
应用设计和工程开发编程入门与提高的参考书，适用于开发者和初学者；也可作为大学本科学生或研
究生数字信号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课程或嵌入式系统课程的教材使用。
　　随书附CD-ROM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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