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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级fpga设计与应用》基于信息时代的特征和发展需求，分析并比较了各种可编程技术和可
编程器件的特点，阐述了系统级fpga的优越性，并介绍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软硬
件协同设计方法。
本书并不从已有的商用fpga器件和软件工具的角度介绍系统级fpga的结构和应用技术，而是从可编程性
这项核心技术出发，介绍了实现可编程性的底层硬件结构、设计数字电路所需要的eda算法和软硬件协
同设计技术，然后以商用fpga器件和软件工具作为示例说明。
这样可以把握商用器件结构及其开发环境的技术途径、发展趋势以及与其他信息技术的融合与交互过
程。

　　《系统级fpga设计与应用》共有7章。
在第1章介绍数字信息技术平台后，第2章开始介绍与软件可编程性相对的各种硬件可编程技术和可编
程硬件资源结构。
第3章从通用型cpu的编译流程出发，介绍基于fpga的数字电路设计流程和逻辑综合、工艺映射、布局
布线、时序分析、基于jtag的在线分析技术等内容。
第4章和第5章分别介绍基于系统级fpga的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方法，主要讨论常见的微处理
器、片上总线和自定义外设电路的设计方法和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技术。
第6章介绍基于fpga的可重构系统及其设计方法。
第7章通过一个嵌入式系统设计实例对前面各章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应用。
本书附录部分还提供了一些上机材料。

　　《系统级fpga设计与应用》适合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专业高年级大学生或
研究生阅读，同样可供通信、机电类研究生、大学教师、电子电路设计和测试工程师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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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电子与集成电路技术丛书：系统级FPGA设计与应用》侧重于系统级FPGA的内核硬件结构
，RTL级硬件编译的基本算法，基于FPGA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可重构系统设计基本的原理。
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信息时代对并行计算的需求和系统级FPGA的并行阵列化硬件结构。
从CPU、GPU、DSP和其他多核并行芯片的发展趋势理解FPGA内核的硬件结构，突出FPGA是细粒度
的通用并行计算平台。
　　第二，基于FPGA的数字电路设计原理。
介绍利用RTL级硬件描述语言的逻辑综合、工艺映射、布局布线和时序分析等基本算法。
　　第三，基于FPGA的嵌入式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
介绍设备驱动的层次结构和自定义外设的开发，充分理解软硬件的底层接口技术。
　　最后，介绍基于FPGA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及其可重构系统设计。
理解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基本特点和软硬件任务模型及其管理方式，讨论动态部分可重构系统的设计技
术。
　　本书附录提供一些学生上机用的实验材料，有助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实践开发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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