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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记》是在作者多年工程设计和科研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笔记基础上
，选取对工程设计极其重要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着重阐述与工程设计密切相关的信号完整性基础
知识。
本书主要讲述了数字信号特征、传输线等理论基础，反射、串扰等基本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以及s参数
、差分互连、阻抗不连续性、抖动、均衡等高速串行互连设计的必备知识，最后介绍了工程设计中必
备的电源完整性入门知识。

《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记》内容选择源于实际工程设计的需要，论述过程中尽可能避免
烦琐复杂的数学推导，侧重于直观形象的讲解，符合工程师的学习习惯，可作为硬件设计工程师、测
试工程师、系统工程师、项目负责人以及其他相关技术工作者的培训教材及工程设计参考书，同时也
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及教师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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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争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电子所，获博士学位。
于博士信号完整性研究网创始人。
曾供职于某大型通信企业，主要从事信号完整性设计工作。
参与过大量的信号完整性设计项目，在信号完整性设计方面拥有近15年的工程经验。
现为北京中鼎畅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首席咨询师。
先后为航天科技集团、京东方、美光半导体、西门子等企业提供过咨询和培训服务。

于博士擅长高速数字电路信号完整性设计、故障定位、工程难题解决。
于博士的学术研究经历和工程设计背景使其更注重科研和工程的紧密结合，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者和执
着的工程实践探索者，非常注重科研成果向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转化，在不断解决工程难题的过程中
深刻地体会到信号完整性设计的重要性，致力于普及推广信号完整性知识和设计方法，提升科研人员
的硬件电路设计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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