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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EDA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推动电子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EDA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对高校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高校相继将EDA技术作为电子技术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在电子、通信、信息、电气等相关专业
开设EDA课程、介绍EDA技术。
特别是在数字逻辑电路、大规模可编程器件、硬件描述语言等课程中都加入了EDA设计环节。
因此，数字电路的研究和实现方法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促使数字电路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手段也不断更
新、完善和开拓。
借助。
EDA软件来进行数字逻辑电路的设计、模拟和调试，这种实验方法可以减少实验器材的重复投入，避
免对实验器材的实际损耗，降低实验成本，提高实验效率。
它适合于数字电路课程初学者做验证性实验，更适合于数字逻辑设计者，充分发挥自主性，自行设计
逻辑电路。
这有助于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课堂上讲述的基本概念、原理，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
本书是编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着重以培养能力为目标，实例选排上注重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全书分为三部分，共7章，知识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是基础篇。
第1章主要介绍EDA技术的内涵、发展及其设计流程。
第2章详细讲解硬件描述语言VHDL程序设计，包括VHDL语法、基本结构以及常用语句，使读者
对VHDL程序的编写有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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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数字电路的EDA设计为主线，结合丰富的实例，按照由浅入深的学习规律，逐步引入EDA技术
和工具，图文并茂，重点突出。
全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础篇，介绍EDA技术和硬件描述语言。
第二部分是软件操作篇，主要介绍MAX+plus II和Quartus II软件工具的使用。
第三部分是设计应用篇，通过大量典型的应用实例，使读者掌握数字系统EDA设计的方法和技巧。
每章后面附有习题，为方便教师教学，本书配有多媒体电子教案。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电气、通信、自动控制、自动化和计算机类专业的EDA技术教材，也可作
为上述学科或相关学科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作为电子产品制作、科技创新实践、EDA课程设
计和毕业设计等实践活动的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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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设计阶段20世纪70年代为EDA技术发展初期。
早期的电子系统硬件设计采用的是分立元件，随着集成电路的出现和应用，硬件设计进入到发展的初
级阶段。
初级阶段的硬件设计大量选用中小规模标准集成电路，人们将这些器件焊接在电路板上，做成初级电
子系统，对电子系统的调试是在组装好的PCB（Printed Circuit Board）板上进行的。
由于设计师对图形符号使用数量有限，传统的手工布图方法无法满足产品复杂性的要求，更不能满足
工作效率的要求。
可编程逻辑技术及其器件问世，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在科研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而在后期，CAD的概念已见雏形，这一阶段人们开始利用计算机、二维图形编辑与分析的CAD工具，
完成布图布线等高度重复性的繁杂工作。
2.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阶段20世纪80年代，集成电路进入了CMOS（互补场效应管）时
代，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进入商业应用，相应的辅助设计软件投入使用。
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CAE和CAD技术的应用更为广泛，它们
在PCB设计方面的原理图输入、自动布局布线及PCB分析，以及逻辑设计、仿真、综合和简化等方面
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各种硬件描述语言的出现、应用和标准化方面的重大进步，为电子设计自动化必须解决的电路
建模、标准文档及仿真测试奠定了基础。
3.20世纪90年代电子系统设计自动化阶段为了满足千差万别的系统用户提出的设计要求，最好的办法
是由用户自己设计芯片，让他们把想设计的电路直接设计在自己的专用芯片上。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使得微电子厂家可以为用户提供各种规模的可编
程逻辑器件，使设计者通过设计芯片实现电子系统功能。
.EDA工具的发展，又为设计师提供了全线EDA工具。
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EDA工具，目的是在设计前期将设计师从事的许多高层次设计由工具来完成，如
可以将用户要求转换为设计技术规范，有效地处理可用的设计资源与理想的设计目标之间的矛盾，按
具体的硬件、软件和算法分解设计等。
由于电子技术和EDA工具的发展，设计师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用：EDA工具，通过一些简单标准
化的设计过程，利用微电子厂家提供的设计库来完成数万门专用集成电路（ASIC）和集成系统的设计
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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