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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定位于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系统设计技术,以ALTERA公司的系列芯片和相应的开发软件为目标
载体进行阐述.本书从系统设计的角度详尽地阐述了ALTERA主要系列的PLD芯片的结构和特点以及相
应的开发软件MAX+PlusII和Quartus的使用。
同时,本书以大量新颖而详尽的设计实例为基础,着重描述了数字系统设计的系统级设计方法,并且从数
字系统设计的完整性的角度对数字系统设计的重要性,数字系统的可测性和数字系统的可靠设计作了初
步的探讨. 本书不仅可作为相关专业的各个层次的学生,教师的参考书与实验指导书,同时也可作硬件系
统设计人员掌握最新技术的实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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