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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数字通信系统正朝着速度快、带宽大、体积小、集成度高的方向发展，
并且发展极为迅猛，新技术层出不穷。
推动该浪潮的引擎就是日趋进步和完善的FPGA设计技术。
目前FPGA以其功能强大、开发周期短、投资少、可重复修改、开发工具智能以及软件可升级等特点
成为通信系统领域硬件设计的首选设备。
目前全球的FPGA生产厂商Xilinx公司和Altera公司的芯片设计水平已经很高，无论从逻辑门的数量和芯
片处理速度来看，都已基本能够满足高速通信数据处理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FPGA的普及，翔实地讲解FPGA设计技术在通信领域应用的书籍凤毛
麟角，编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填补这～市场空缺。
本书力图全面、系统而深入地介绍Verilog HDL及其应用方面的相关知识，具有如下4大特色：· 入门
要求低。
本书重点讲解通信相关技术的FPGA实现，所以只需要读者拥有基本的通信背景知识即可。
· 实用性。
本书的Verilog HDL语法及开发软件章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只介绍最实用的内容给读者，方便读者迅
速入门。
而实例部分则来源于实际项目，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
· 概括性。
本书内容涵盖了通信的众多领域，实例覆盖面广，在介绍实例的同时又涉及语法、开发工具中最重要
的内容，是一本工具书+实例参考书的综合读物。
· 新颖性。
本书的实例多为其他图书没有涉及的内容，同时本书花费了部分篇幅专门讲解Verilog HDL的代码编程
规范，以及常见的FPGA设计指导性原则，这部分资料来源于部分国内外知名公司的编程规范和硬件
设计工程师的经验总结。
加入该部分内容的初衷在于力求帮助读者能够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因为好的编程习惯直接和代码开
发效率及代码的可读性直接相关。
同时该部分中所涉及的一些硬件工程师的设计经验总结，可以较快地提高读者的工程开发能力，在以
后的实际系统开发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Verilog HDL的通信系统>>

内容概要

　　《基于Verilog HDL的通信系统设计》综台几位作者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从Verilog HDL的基本
语法知识开始，简要介绍M0delsim和Quartus软件的使用方法，再对数字信号处理关键技术的原理和实
践、无线通信关键技术的原理和实践、有线通信关键技术的原理和实践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介绍；最后
给出FPGA的常用设计指导原则代码编写规范和实验指导。
这种结构的安排旨在提高读者的工程实践能力，使读者在设计开发、应用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数字通信系统正朝着速度快、带宽大、体积小、集成度高的方向迅
猛发展。
推动该浪潮迅猛发展的引擎就是日趋进步和完善的FPGA设计技术。
FPGA以其功能强大、开发周期短、投资少、可重复修改、开发工具智能以及软件可升级等特点成为
通信系统领域硬件设计的先导。
　　《基于Verilog HDL的通信系统设计》体系完整，内容编写思路大致按照基础知识、应用实例、设
计指导、代码规范和实验来完成。
《基于Verilog HDL的通信系统设计》适合作为高等院校通信、计算机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也可供有关技术培训及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参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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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基础篇第1章　Verilog的基本知识硬件描述语言（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HDL）是一种形式化方法来描述数字电路和系统的语言，它从出现发展至今已经有20多年历史。
本章从介绍Verilog HDL的发展历程讲起，进一步介绍EDA相关技术的发展现状，最后介绍了进行大规
模快速的集成电路设计还需要了解的IP复用和SOC概念。
1.1 Verilog HDL的历史用形式化方法来描述数字电路和系统的语言构成了硬件描述语言（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HDL）。
通过这种语言可以从上层至下层（从抽象到具体），逐层描述自己的设计思想，用一系列分层次的模
块来表示简单或复杂的电路系统。
Verilog HDL语言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硬件描述语言，它有以下一些特点：·作为一种多用途的硬件描
述语言，它具有易学性和易用性。
在语法上与C语言非常相似。
如果有一定C语言编程经验的读者，那么Verilog HDL语言学起来非常容易。
·大多数逻辑综合工具都支持Verilog HDL，使得Verilog HDL成为设计人员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 Verilog HDL语言允许在同一个模块中进行不同抽象层次的描述，设计者可以同时使用门级、开关级
、寄存器器传输级或行为描述代码对同一个硬件模块进行描述。
· 所有的制造厂商都提供了Vemog HDL的工艺库，用以支持仿真，这就为用Verilog HDL设计的芯片
可以在不同的厂家进行生产，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 Verilog HDL拥有强大的接口功能，允许用户用C语言对内部数据结构进行描述。
Verilog HDL语言是由美国GDA（Gateway DesignAutomatic）公司的Phi Moordy创立于1983年。
在1984～1985年间Phi Moorby设计出一个仿真器称为Verilog．xL；1986年，他又提出了用于快速门级仿
真的XL算法，对Verilog HDL的发展作出了另一个巨大贡献。
1989年，GDA公司被Cadence公司收购，1990年Cadence公司决定开发Verilog HDL语言，并成立了OVI
（Open Verilog International）组织来促进Verilog HDL语言的发展。
1995年，IEEE制定了Verilog HDL的IEEE标准，即Verilog HDLl364—1995。
之后又在2001年发布了VerilogHDLl364—2001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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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Verilog HDL的通信系统设计》内容涵盖了通信的众多领域，实例覆盖面广，在介绍实例的同时
又涉及语法、开发工具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本工具书+实例参考书的综合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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