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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DA技术及应用：VHDL版（第3版）》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前四部分为正文，共七章，第五部
分为附录。
第一部分概括地阐述了EDA技术及应用的有关问题（第1章）；第二部分比较全面地介绍了EDA技术
的主要内容，包括EDA的物质基础——Lattice、Altera和Xilinx公司主流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
／CPL.D的品种规格、性能参数、组成结构及原理（第2章），EDA的主流表达方式——VHDL，的编
程基础（第3章），EDA的设计开发软件——QutrtusII8.0、ISESuite10.1、ispl..EVER8.1、Synpli母PRO7.6
、ModelSimSE6.0等五个常用EDA工具软件的安装与使用（第4章），EDA的实验开发系统——通
用EDA实验开发系统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性能指标及GW48型EDA实验开发系统的结构及使用方
法（第5章）；第三部分提供了12个综合性的EDA应用设计实例（第6章），包括数字信号处理、智能
控制、神经网络中经常用到的高速PID控制器、FIR滤波器、CORDIC算法的应用等实例；第四部分
是EDA技术实验（第7章）；第五部分是附录，包括常用FPGA／CPID管脚图、利用WWW进行EDA资
源的检索等内容。

　　《EDA技术及应用：VHDL版（第3版）》可供高等院校电子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计算机应
用、仪器仪表等信息工程类及相近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DA技术及应用：VHDL版（第3版）》配有电子教案，有需要者可登录出版社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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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 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设计GAD阶段早期的电子系统硬件设计采用的是分立元
件，随着集成电路的出现和应用，硬件设计进入到发展的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的硬件设计大量选用中、小规模标准集成电路。
人们将这些器件焊接在电路板上，做成初级电子系统，对电子系统的调试是在组装好的PCB（Painted
Circuit Board）板上进行的。
由于设计师对图形符号使用数量有限，因此传统的手工布图方法无法满足产品复杂性的要求，更不能
满足工作效率的要求。
这时，人们开始将产品设计过程中高度重复性的繁杂劳动，如布图布线工作，用二维图形编辑与分析
的CAD工具替代，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就是美国ACCEI。
公司开发的。
Tango布线软件。
20世纪70年代，是EDA技术发展初期，由于PCB布图布线工具受到计算机工作平台的制约，其支持的
设计工作有限且性能比较差。
2.2 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CAE阶段初级阶段的硬件设计是用大量不同型号的标准芯片实
现电子系统设计的。
随着微电子工艺的发展，相继出现了集成上万只晶体管的微处理器、集成几十万直到上百万储存单元
的随机存储器和只读存储器。
此外，支持定制单元电路设计的硅编辑、掩膜编程的门阵列，如标准单元的半定制设计方法以及可编
程逻辑器件（PAI。
和GAL）等一系列微结构和微电子学的研究成果都为电子系统的设计提供了新天地。
因此，可以用少数几种通用的标准芯片实现电子系统的设计。
伴随着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发展，EDA技术进入到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的EDA工具则以逻辑模拟、定时分析、故障仿真、自动布局和布线为核心，重点
解决电路设计没有完成之前的功能检测等问题。
利用这些工具，设计师能在产品制作之前预知产品的功能与性能，能生成制造产品的相关文件，使设
计阶段对产品性能的分析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自动布局布线的CAD工具代替了设计工作中绘图的重复劳动，那么，20世纪80
年代出现的具有自动综合能力的CAE工具则代替了设计师的部分工作，对保证电子系统的设计，制造
出最佳的电子产品起着关键的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EDA工具已经可以进行设计描述、综合与优化和设计结果验证等工作。
CAE阶段的EDA工具不仅为成功开发电子产品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高级设计人员的创造性劳动提
供了方便。
但是，大部分从原理图出发的EDA工具仍然不能适应复杂电子系统的设计要求，而且具体化的元件图
形制约着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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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DA技术及应用:VHDL版(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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