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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EMC）设计与测试之移动》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关于移动通信产品电磁兼容测量与设计介绍的入门级工具书，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和图文
并茂的方式，摒弃烦琐公式和理论，深入浅出，对电磁兼容基础知识进行了简要介绍，重点针对移动
通信产品的电磁兼容测量标准及电磁骚扰和电磁抗扰度的测量原理、测量设备、试验布置试验方法及
结果评价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针对容易出现电磁兼容问题的PCB设计、射频辐射发射设计、静
电防护设计、浪涌（雷击）防护设计等方面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再通过大
量的实例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让普通的读者对电磁兼容的概念、测量和设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也为大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电磁兼容技术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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