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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工作经验，深入地讨论了Altera FPGA/CPLD的设计和优化技巧。
在讨论FPGA/CPLD设计指导原则的基础上，介绍了Altera器件的高级应用；引领读者学习逻辑锁定设
计工具，详细讨论了时序约束与静态时序分析方法；结合实例讨论如何进行设计优化，介绍了Altera的
可编程器件的高级设计工具与系统级设计技巧。
　　本书附带光盘中收录了Altera Quartus II Web版软件，读者可以安装使用，同时还收录了本书所有
实例的完整工程、源代码和使用说明文件，便于读者边学边练，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微电子与半导体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硬
件工程师和IC工程师的实用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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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本章旨在探讨可编程逻辑设计的一些基本规律。
FPGA／CPLD的设计规律与方法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在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希望通过本章提纲携领
的粗浅介绍，引起读者的注意。
如果大家能在日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有意识地用FPGA／CPLD的基本设计原则、设计思想作为
指导，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章主要内容如下。
·可编程逻辑基本设计原则。
·可编程逻辑常用设计思想与技巧。
·Altera推荐的Coding Style。
1.1可编程逻辑基本设计原则可编程逻辑设计有许多内在规律可循，总结并掌握这些规律对于较深刻地
理解可编程逻辑设计技术非常重要。
本章从FPGA／CPLD的基本概念出发，总结出4个基本设计原则，这些指导原则范畴非常广，希望读
者不仅仅是学习它们，更重要的是理解它们，并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充实、完善它们。
（1）面积和速度的平衡与互换原则。
提出了FPGA／CPLD设计的两个基本目标，并探讨了这两个目标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
（2）硬件原则。
重点在于提醒读者转化软件设计的思路，理解HDL语言设计的本质。
（3）系统原则。
希望读者能够通过从全局、整体上把握设计，从而提高设计质量，优化设计效果。
（4）同步设计原则。
设计时序稳定的基本要求，也是高速PLD设计的通用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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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Altera FPGA/CPLD设计(高级篇)(第2版)》：Altera公司推荐FPGA/CPLD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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