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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IC设计》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讲解了基带芯片的理论与设计实现。全书内容涉及通信IC设计知识、通信系统基础知识以及
通信相关的理论知识等基础知识；还有广播基带芯片、无线（WiFi）基带芯片、LTE基带芯片的设计
实现等实战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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