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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PLD是新型的可编程逻辑器件。
这种器件的集成度高、工作速度快，加上编程方便、价格较低，因而广受电子工程设计人员和科研人
员的欢迎。
　　Altera作为全球最大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供应商，多年来在这一领域中投入了极大的开发和研制力量
，产品系列齐全，可提供MAX 7000S、MAX 7000AE、FLEX 6000、FLEX6000A、FLEX 10K，FLEX 10KA
及FLEX 10KE等系列产品。
这些产品可用于组合逻辑、状态机、时序、算法、双端口RAM、FIFO的设计。
设计密度超过20万门或需要CAM等功能与LVDS、SSTL-3、GTL+IO等接口时，还可选择Altera新一代
用于系统集成的APEX 20K系列产品。
　　Altera公司的产品由骏龙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多年，其使用者众多。
为了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Altera的产品及开发系统，作者特编写了此书。
　　此书作者不仅具有深厚的可编程逻辑理论知识，而且使用Altera CPLD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
书中对Altera CPLD及其开发工具作了详细、系统的介绍，而且结合作者的实际工作列举了很多应用实
例、设计优化技巧、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书既可以作为各高等院校开设Altera CPLD课程的教科书，又可以作为电子工程设计人员使用Altera
CPLD的参考书。
　　我们向读者推荐此书，相信本书会令广大Altera CPLD用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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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PLD是最新型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几乎可适用于所有的门阵列和各种规模的数字集成电路，它的诸
多特点使其特别适合于产品的样品开发与小批量生产。
本书正是以全球最大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供应商——Altera公司的MAX+PLUS Ⅱ为工具，详尽地剖析了
其FLEX 10K等系列的结构、功能及开发应用。
在基础篇中，通过一个完整的实例介绍，以使读者能够尽快了解MAX+PLUS Ⅱ的软件安装、设计输入
、项目编译、优化以及硬件编程在线调试等功能，并且能够开发出相对简单的产品。
在提高篇中，对电子电路设计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设计效率，如何提高系统设计
速度等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同时，本书还对Altera硬件描述语言AHDL的基本构造以及如何在设计中应用AHDL编制出精炼的程序
都作了大量的实例介绍，以期帮助电子设计人员从繁琐的传统电路设计、调试中解脱出来。
    本书结合众多的工程设计实例，由浅入深，改变了以往电路设计类书籍与实际脱节的现象。
大量的图例说明，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于有一定基础的电子工程设计人员，而且也适合于相关专业大学
生阅读使用，对于初学者更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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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负载电容的主要来源是器件的封装电容和电路板上的布线电容。
上面所讲的35 pF电容负载条件，对大多数CMOs电路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
对于有些应用场合，器件需要驱动较大的电容负载，它的性能会随着电容负载的增加而下降。
　　器件插座是容性和感性负载的来源。
一旦系统定型生产时，应把插座尽可能都去掉，把器件直接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
因为直接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既能减少电容负载，又能降低因插座接触不良产生的噪声。
　　为保证达到最好的电路性能，应当把器件输出端的负载电容减至最小。
由于印刷电路板上的走线、器件输入引脚和器件封装等都对总的负载电容的大小有影响，所以务请遵
守如下原则：　　·电路板的布局和布线应当尽量保证各信号通路彼此垂直，以使电容耦合效应减至
最少，同时，信号走线应尽可能更短一些。
　　·如果电路中需要一个源驱动多个负载，应使用大电流缓冲器，以保证信号到所有负载的时间是
相等的。
　　如果没有专门的y和GND平面，或是走线过长都可能引起一些问题，如噪声通过辐射耦合到逻辑
信号中以及传输线效应对信号质量的影响等。
这些加在逻辑电平上的振铃和噪声可能使电路可靠性出现问题。
当推荐的布局和布线原则上不能实现时，为防止出现传输线问题，可以采用一个小的串联电阻(10Q
－20Q)来减少信号前、后沿的上冲或下冲幅度。
这些电阻可以衰减因电路板走线过长产生的振铃干扰，防止误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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