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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几年的使用和EDA技术的发展，借助本教材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之际，重新修订。
第2版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章节上都作了很大的改动，引进了最新的SOPC技术，为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从整体的设计思想和方法上做了大胆的，尝试。
本书共分为10章，第1章主要是EDA技术概述和基本设计方法；第2章和第4章分别介绍了电子工作平台
（EWB），EDA的开发工具——MAX+plusⅡ软件的功能、特点和使用方法。
列举了大量的仿真应用实例，其中包括在模拟电子、数字电子技术中的应用；第3章是可编程逻辑器
件的选择和使用；第5章和第6章介绍了VHDL硬件描述语言和基本设计方法；第7章是EDA技术综合应
用设计实例。
第8章是EDA技术实验；第9章介绍了印制电路板的设计（Protel 99 SE）方法和工艺问题，第lO章介绍
了SOPC实验实例，为引导最新的技术打下基础。
本书由李洋担任主编，张晓燕、范翠香和赵厚玉担任副主编，田小平和王志秀参加了部分内容的编写
，董英华担任主审。
清华大学的华成英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学的侯建军教授对本书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与经验，加上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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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掌握国内外最流行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为教学目标，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为
主导，以实例仿真与动手训练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可编程逻辑器件、EDA及其应用设计技术。
　　本书介绍了EDA技术各个方面软件的功能、特点和使用方法，用一些简单的实例使学生能快速掌
握各种EDA技术软件的使用方法，重点培养学生的电路分析、设计和应用开发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EDA技术导论、电子工作平台（EWB）的应用、可编程逻辑器件、EDA的开发工具
（MAX＋plus Ⅱ）、VHDL硬件描述语言、VHDL程序设计基础、EDA技术综合应用设计实例、EDA
技术实验、印制电路板的设计（Protel 99 SE）和SOPC实验实例。
　　本书为EDA设计的基础教材，可供高等院校的机电工程、信息类和电类各专业的本科生使用。
鉴于本书的实用性和应用性突出，还可以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EDA教材，也可作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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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3章 可编程逻辑器件可编程逻辑器件（PLD）是一种供用户根据自己的要求来构造逻辑功能
的数字集成电路。
一般可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即用原理图、状态机、硬件描述语言（VHDL）等方法来表示设计思想
，经过一系列编译或转换程序，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再由编程器或电缆将设计文件配置到目标器件
中，这时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就可作为满足用户要求的专用集成电路使用了。
也就是说，电子工程师们可在现场自行研制自己所要求的电路或电子系统。
PLD经历了从PROM、PLA、GAL到FPGA、ispLSl等发展过程。
在此期间，PLD的集成度和速度不断提高，功能不断增强，结构趋于更合理，使用变得更灵活方便。
PLD的出现，打破了中小规模通用型集成电路和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的垄断局面。
与中小规模通用型集成电路相比，用PLD实现数字系统，有集成度高、速度快、功耗小、可靠性高等
优点。
与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相比，用PLD实现数字系统，有研制周期短、先期投资少、无风险、修改逻辑
设计方便、小批量生产成本低等优势。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PLD将在集成电路市场占统治地位。
随着可编程逻辑器件性能价格比的不断提高，以及EDA开发软件的不断完善，现代电子系统的设计将
越来越多地使用可编程逻辑器件，特别是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
如果说电子系统可以像积木块一样堆积起来的话，那么现在构成许多电子系统仅仅需要三种标准的积
木块——微处理器、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甚至仅需一块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EDA技术实用教程>>

编辑推荐

《EDA技术实用教程(第2版)》购书可获赠增值服务免费提供电子教案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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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