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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DA技术与创新实践》分为3部分。
第1部分是EDA技术的硬件资源篇，介绍了常用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结构、性能指标。
第2部分是EDA技术的软件操作篇，主要内容包括Quartus
II 9.0软件工具的基本结构、主要功能以及工具的使用，
VHDL程序设计。
第3部分是EDA技术的创新设计应用篇，通过工程领域的应用实例使读者学习并掌握使用PLD器件解决
实际问题的方法。

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对全国电子大赛征题与指导以及科研实践的体会，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
，以培养能力为目标，通过大量覆盖面广的实例，突出本书的实用性。

《EDA技术与创新实践》可作为大专院校的计算机类、电子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电子设计
工程师、ASIC设计人员和系统设计者的参考用书。
本书由南京理工大学博士后、南阳理工学院教授高有堂和南京理工大学博士、南阳理工学院徐源老师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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