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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EDA技术在高新技术行业的需求和高校教学的要求，突出EDA技术的实用性，以及面向工程
实际的特点和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作者力图将EDA技术最新的发展成果、现代电子设计最前沿
的理论和技术、国际业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EDA公司新近推出的EDA软硬件开发平台的实用方法，通
过本书合理的综合和萃取，奉献给读者。
本书所有的理论阐述和实践精解，包括示例和实验所基于的EDA软硬件平台分别是QuartusII9.x
、Synplify、ModelSim、SOPC Builder等和Cyclone III系列FPGA；硬件描述语言是VHDL。
此外，考虑到Verilog语言的用户覆盖率快速上升的趋势以及高校：EDA课程对于选用Verilog作为主
要HDL教学内容的需求不断增加的现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姐妹篇：《EDA技术实用教程—
—Verilog HDL版》。
随着EDA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领域的扩大，EDA技术在电子信息、通信、自动控制及计算机应用等领域
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同时，随着技术市场与人才市场对EDA技术需求的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效率和技术要求也必然会反
映到教学和科研领域中来。
以最近的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为例，涉及EDA技术的赛题从未缺席过。
对诸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一些著名院校的电子与计算机实验室建设情况的调研表明，
其EDA技术的教学与实践的内容也十分密集；在其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各
专业中EDA教学实验课程的普及率和渗透率极高；其二，几乎所有实验项目都部分或全部地融入
了EDA技术，其中包括数字电路、计算机组成与设计、计算机接口技术、数字通信技术、嵌入式系统
、DSP等实验内容，并且更多地注重创新性实验。
这显然是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双重影响下自然产生的结果。
在业界，目前似乎有三个关键词与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关系密切，这就是数字技术、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就业形势一直难有起色，其中自有诸多因素。
但有一点值得关注，即高职高专类学生和研究生的就业情况都好于本科生。
其中原因十分明显，也值得深究：即社会就业市场更青睐有实践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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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DA技术实用教程：VHDL版（第4版）》根据课堂教学和实验操作的要求，以提高实际工程设
计能为目的，深入浅出地对EDA技术、VHDL硬件描述语言、FPGA开发用及相关知识作了系统和完整
的介绍，读者通过学习《EDA技术实用教程：VHDL版（第4版）》并完推荐的实验，能初步了解和掌
握EDA的基本内容及实用技术。
　　全包括EDA的基本知识、常用EDA工具的使用方法和目标器件的结原理、以情景导向形式和实例
为主的方法介绍的多种不同的设输入方法、对VHDL的设计优化以及基于EDA技术的典型设计项目各
章都安排了习题和针对性较强的实验与设计项目。
书中列举大部分VHDL设计实例和实验示例实现的EDA工具平台是Quartus9.0，硬件平台是CycloneⅢ系
列FPGA，并在EDA实验系统上通过硬件测试。
　　《EDA技术实用教程：VHDL版（第4版）》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工程、通信、工业自动化计算机
应用技术、电子对抗、仪器仪表、数字信号或图像处理学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的电子设计、EDA技术
和VHDL硬件描述语的教材及实验指导书，同时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自学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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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传统的电子设计技术通常是自底向上的，即首先确定构成系统的最底层的电路模块或元件的结
构和功能，然后根据主系统的功能要求，将它们组合成更大的功能块，使它们的结构和功能满足高层
系统的要求。
并以此流程，逐步向上递推，直至完成整个目标系统的设计。
例如，对于一般电子系统的设计，使用自底向上的设计方法，必须首先决定使用的器件类别和规格，
如74系列的器件、某种RAM和ROM、某类CPU或单片机以及某些专用功能芯片等；然后是构成多个
功能模块，如数据采集控制模块、信号处理模块、数据交换和接口模块等，直至最后利用它们完成整
个系统的设计。
对于ASIC设计，则是根据系统的功能要求，首先从绘制硅片版图开始，逐级向上完成版图级、门级
、RTL级、行为级、功能级，直至系统级的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级发生问题，通常都不得不返工重来。
自底向上的设计方法的特点是必须首先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系统最底层硬件的可获得性，以及它们的功
能特性方面的诸多细节问题；在整个逐级设计和测试过程中，始终必须顾及具体目标器件的技术细节
。
在这个设计过程中的任_时刻，最底层目标器件的更换，或某些技术参数不满足总体要求，或缺货，
或由于市场竞争的变化，临时提出降低系统成本，提高运行速度等不可预测的外部因素，都可能使前
面的工作前功尽弃，工作又得重新开始。
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自底向上的设计方法是一种低效、低可靠性、费时费力、且成本高昂的设计
方案。
在电子设计领域，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只有在EDA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成熟应用的今天才成为可能。
自顶向下设计方法的有效应用必须基于功能强大的EDA工具，具备集系统描述、行为描述和结构描述
功能为一体的硬件描述语言HDL以及先进的ASIC制造工艺和FPGA开发技术。
当今，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已经是EDA技术的首选设计方法，是ASIC或FPGA开发的主要设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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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DA技术实用教程:VHDL版(第4版)》：讲技术，授技能，求职就业的帮手，布情景，述过程，教学
改革的能手，举示例，重实践，能力培养的强手。
《EDA技术实用教程:VHDL版(第4版)》特点：完整的知识结构，灵活的学时安排，注重创新能力的培
养。
基于情景导向和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使读者快速入门。
丰富的示例与习题，大量的实验与设计项目，立体化的配套教学资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EDA技术实用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