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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高性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配电网络的设计和研究方法，详细分析了片上电源分布网
络的各个方面。
针对配电系统及其相关的设计难点提出了清晰、有效的解决方法，包括电路网络建模方法和片上去耦
电容布局技术。
此外，对于片上配电系统的特性行为和设计方法，本书也具有深刻的见解和清晰的表述。
本书专业理论性较强，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在科研领域和工业领域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不仅适用于集成电路物理设计工程师，还可作为集成电路配电网络专题研究人员及相关专业师生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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