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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由开关电源中最重要也最难理解的元件电感入手，系统地介绍了三种基本拓扑演变、磁性元件设
计、功率器件选择、功率器件损耗、印制电路板设计、反馈环路设计、前级电路设计以及开关电源的
电磁干扰问题等内容，并结合设计实例做了深入分析。新版增加了八个全新章节，保留的旧版内容也
添加了更多详细设计案例和相关技术，不但适合初学者入门，也适合有一定技术积累的专业人士进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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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经典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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