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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院校电工电子实验课程“十二五”规划教材：EDA原理及应用实验教程》是为“EDA
原理及应用”课程而专门编写的实验教学用书。
书中选用了17个典型案例作为实验课的教学素材，通过应用于计算机、通信、信号处理、控制等相关
领域的例程，使学习者比较全面地掌握使用EDA设计技术设计混合系统的方法和初步技巧，为今后从
事相关领域的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些实验从难度上分为验证性设计性和综合性3种类型，主要是让读者分层次使用与掌握EDA设计技
术。
《普通高等院校电工电子实验课程“十二五”规划教材：EDA原理及应用实验教程》的实验从内容上
主要分为软件仿真和硬件平台实现两种类型。
软件仿真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让学习者掌握Ahem软件的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硬件平台实验主要是为
了帮助学习者掌握调试硬件系统的方法和技巧。
为了便于教学和自学，我们在每个实验的附录中都给出了全部实验程序代码。
　　《普通高等院校电工电子实验课程“十二五”规划教材：EDA原理及应用实验教程》可作为高校
电子电气信息类专业“EDA原理及应用”课程实验部分的教材或者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以作为Altera相
关培训的实验用书，还可以供电子设计领域、人员自学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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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CLK端口输入具有较高频率（12MHz）的信号，通过SPEAKER分频后由SPKOUT输
出。
由于直接从数控分频中出来的输出信号是脉宽极窄的脉冲式信号，为了有利于驱动喇叭，需另加一
个D触发器以均衡其占空比，但这时的频率将是原来的1/2。
SPEAKER对CLK输入信号的分频比由11位预置数Tone[10..0]决定。
SPKOUT的输出频率将决定每一音符的音调，这样分频计数器的预置值Tone[10..0]与SPKOUT的输出频
率就有了对应的关系。
例如，在分频预置数模块中若取Tone[10..0]=1036，将发出音符为“3”音的信号频率。
5）补充说明多个不同频率的信号可通过对某个基准频率进行分频器获得。
由于各个音符的频率多为非整数，而分频系数又不能为小数，故必须将计算机得到的分频系数四舍五
入取整。
若基准频率过低，则分频系数过小，四舍五入取整后的误差较大。
若基准频率过高，虽然可以减少频率的相对误差，但分频结构将变大。
实际上，应该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尽量减少误差的前提下，选取合适的基准频率。
本文中选取750kHz的基准频率。
由于现有的高频时钟脉冲信号的频率为12MHz，故需先对其进行16分频，才能获得750kH的基准频率
。
对基准频率分频后的输出信号是一些脉宽极窄的尖脉冲信号（占空比=1／分频系数）。
为提高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以使扬声器有足够的功率发音，需要再通过一个分频器将原来的分频器
的输出脉冲均衡为对称方波（占空比=1/2），但这时的频率将是原来的1/2。
由于最大分频系数是1274，故分频器采用11位二进制计数器能满足要求，乐曲中的休止符，只要将分
频系数设为0，即初始值=21-1=2047，此时，扬声器不会发声。
5.实验步骤（1）打开Max+plus1110.0软件，创建一个工程，并选择器件的类型。
（2）分别输入三个子模块的程序代码，并进行仿真、综合。
（3）打开图形编辑器，将步骤（2）中的三个模块分别打包入库，并在图形编辑器下调用三个模块，
按照图2.3 6连接电路图，完成整个设计。
（4）连接硬件电路，分别取实验箱上的10Hz和10MHz频率作为输入信号，把输出接到实验箱的扬声
器上，注意调节音量。
（5）对程序进行下载，在硬件电路上测试，观察实验结果。
注意：所有文件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即相同的工作库）。
6.实验报告画出系统的框图，说明各个模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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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DA原理及应用实验教程》通过应用于计算机、通信、信号处理、控制等相关领域的例程，使学习
者比较全面地掌握使用EDA设计技术设计混合系统的方法和初步技巧，为今后从事相关领域的开发打
下良好的基础。
这些实验从难度上分为验证性设计性和综合性3种类型，主要是让读者分层次使用与掌握EDA设计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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