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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撰写于1997年，1999年进行了一次修订。
当时作者试图打破传统的电子电路设计概念，将VHDL语言引入数字逻辑电路设计课程，对课程进行
一次改革，以适应2l世纪新技术发展的需要。
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并被众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选用。
然而，目前VHDL语言及其相关技术已有了较大发展，为适应技术发展的变化，作者对本书进行了第
二次修订。
本书的特点一、本书重点阐述VHDL语言的基本特征（当然不是全部特征）与用VHDL语言来设计数
字电路和数字系统的方法，并不过多涉及具体器件和开发板的介绍。
对初学者来说，用最简单的开发环境，掌握VHDL语言的使用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本书的宗旨。
本书是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教材，它是学好后续专业课程，如计算机组成原理、
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等课程的基础。
 第三版内容的变化本书在上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改，主要有：第一，原书某些实例中使用
了STD ULOGIC数据类型，这种用法与业界实际使用方法不一致，并有可能与某些EDA工具不兼容，
所以本次修订中全部采用了STDLOGIC数据类型。
第二，在上一版出版时，大多数EDA工具只支持’VHDL，语言87版标准或对93版标准的支持度很低
，因此上一版的内容都以87版标准为基础写成。
随着时间的流逝，93版标准日趋完善，并被业界所普遍采用，其性能与87版相比也有了明显提高。
所以，本书中所有实例都按93版标准格式书写，对93版中所增加的主要特性也作了简要增补和介绍。
注意，书中所介绍的93版特性在目前常用的EDA工具中并不都支持，读者在使用前应阅读一下该EDA
工具的“帮助”文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考虑到目前电子电路设计已从电路级设计向系统级设计拓展，为此本书增加了两章内容：数字
系统的算法描述和数字系统的实际设计技巧，以介绍系统设计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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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VHDL硬件描述语言与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第3版）》系统地介绍了VHDL硬件描述语言以及用
该语言设计数字逻辑电路和数字系统的新方法。
全书共13章，第1、3、4、5、6、7、8、9章主要介绍VHDL语言的基本知识和用其设计简单逻辑电路的
基本方法；第2、10章简单介绍数字系统设计的一些基本知识；第11章以洗衣机洗涤控制电路设计为例
，详述一个小型数字系统设计的步骤和过程；第12章介绍常用微处理器接口芯片的设计实例；第13章
介绍VHDL语言93版和87版的主要区别。
《VHDL硬件描述语言与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第3版）》简明扼要，易读易懂，书中所有VHDL语言都
用93版标准格式书写。
全书以数字逻辑电路设计为主线，用对比手法来说明数字逻辑电路的电原理图和VHDL语言程序之间
的对应关系，并列举了众多实例。
另外，从系统设计角度出发，介绍了数字系统设计的一些基本知识及工程设计技巧。
　　《VHDL硬件描述语言与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第3版）》既可作为大学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研究
生教材，还可供电子电路工程师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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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数字系统硬件设计概述数字系统设计历来存在两个分支，即系统硬件设计和系统软件设
计。
同样，设计人员也因工作性质不同，可分成硬件设计人员和软件设计人员。
他们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很少涉足对方的领域，特别是软件设计人员更是如此。
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硬件描述语言（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HDL）的出现，这种
界线已经被打破。
数字系统的硬件构成及其行为完全可以用HDL语言来描述和仿真。
这样，软件设计人员也同样可以借助HDL语言设计出符合要求的硬件系统。
不仅如此，利用HDL语言来设计系统硬件与利用传统方法设计系统硬件相比，还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
。
它是硬件设计领域的一次变革，对系统的硬件设计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章将详细介绍这种硬件设计方法的变化。
1.1传统的系统硬件设计方法在计算机辅助电子系统设计出现以前，人们一直采用传统的硬件电路设计
方法来设计系统的硬件。
这种硬件设计方法具体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采用自下至上（Bottom Up）的设计方法。
自下至上的硬件电路设计方法的主要步骤是：根据系统对硬件的要求，详细编制技术规格书，并画出
系统控制流图；然后根据技术规格书和系统控制流图，对系统的功能进行细化，合理地划分功能模块
，并画出系统的功能框图；接着进行各功能模块的细化和电路设计；各功能模块的电路设计、调试完
成后，将各功能模块的硬件电路连接起来再进行系统的调试；最后完成整个系统的硬件设计。
自下至上的设计方法充分体现在各功能模块的电路设计中。
下面以一个六进制计数器设计为例进行说明。
要设计一个六进制计数器，其方案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摆在设计者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如何选择现
有的逻辑元器件构成六进制计数器。
设计六进制计数器首先从选择逻辑元器件开始。
第一步，选择逻辑元器件。
由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可知，可以用与非门、或非门、D触发器、JK触发器等基本逻辑元器件来构成
一个计数器。
设计者根据电路尽可能简单、价格合理、购买和使用方便等原则及各自的习惯来选择构成六进制计数
器的元器件。
本例中选择JK触发器和D触发器作为构成六进制计数器的主要元器件。
第二步，进行电路设计。
假设六进制计数器采用约翰逊计数器。
3个触发器连接应该产生8种状态，现在只使用6个状态，将其中的010和101两种状态禁止。
这样六进制计数器的状态转移图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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