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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DA技术与VHDL编程》编著者李俊。

《EDA技术与VHDL编程》内容提要：本书主要讲解EDA技术和VHDL硬件描述语言的使用，共10章
。
内容包括EDA概述，可编程逻辑器件，VHDL硬件描述语言，Quartus
II操作指南，VHDL基本逻辑电路设计，VHDL语句进阶，VHDL的属性描述与仿真延时，VHDL层次
化程序设计，VHDL的数字系统设计，以及VHDL在通信和DSP系统中的应用。
通过大量数字电路和数字系统的案例，给读者演示了VHDL在数字系统设计中充当的角色，以及利
用VHDL语言进行数字系统设计的基本步骤和具体方法。

本书配有大量的设计实例和实验练习，还针对目前FPGA的主流应用领域如微控制系统、通信系统
和DSP系统给出了系统级别的设计实例。
力求使读者理解VHDL硬件描述语言的基础知识，掌握数字系统的设计原理、方法和步骤。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通信、自动化、计算机等信息工程类相关专业学生的教学用书，也适合于
立志自学成才的读者和从事EDA技术应用与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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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结构体引导语句 结构体引导语句主要用来引导结构体的开始，并定义结构体的名
称。
其中，结构体名是结构体的名称，位于引导语句和OF之间。
OF之后紧跟实体名，表明该结构体隶属于哪一个实体，最后用IS来结束结构体的命名。
结构体名原则上可以是任何合法的标识符，但为了保证程序的易读性，工程师常常采用结构体的描述
方式对结构体进行命名，如Behavior（行为描述）、Dataflow（数据流描述）、Structure（结构描述）
等。
 2. 结构体说明语句 结构体说明语句在BEGIN和END之间，它定义了结构体中所用的数据对象和子程序
，并说明了所引用的元件，即对前面所提到的信号（SIGNAL）、类型（TYPE）、常数（CONSTANT
）、元件（COMPONENT）、函数（FUNCTION）和过程（PROCEDURE）等加以说明和定义。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定义只能用于这个结构体中，如果要将这些定义用于其他实体或者结构体，就需
要将其作为程序包处理。
 3.功能描述语句 功能描述语句有5种类型，这里可以将其看成结构体的5种子结构。
这5种语句结构以并行方式工作，在每一语句结构的内部可能含有并行运行或顺序运行的逻辑描述语
句，如进程语句。
具体5种语句结构的组成和功能如下： ●块语句（BLOCK）：块语句结构是由若干个并行执行语句构
成的组合体，其功能是将结构体中的并行语句包装在一起，组成一个或多个模块，即子模块； ●进程
语句（PROCESS）：进程语句定义了顺序语句模块，其内部为顺序语句，用来将从外部获得的信号值
或内部运算数据向其他信号进行赋值； ●信号赋值语句（SIGNAL）：信号赋值语句用来将设计实体
内的处理结果向所定义的 信号或界面端口进行赋值： ●元件例化语句（COMPONENT）：元件例化
语句用来调用另一个设计实体所描述的电路。
调用时，元件例化语句对其他的设计实体做元件说明，并将元件的端口与其他元件信号或高层设计实
体的界面端口进行连接； ●子程序调用语句：子程序调用语句由过程（PROCEDURE）和函数
（FUNCTION）组成，其内不是顺序语句，用来调用过程和函数，并将结果赋值给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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