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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2003年1月教育部组织召开的“2l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
审定会的有关精神，在原高等学校通用的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基础上，根据理工类应用型本科专业的特
点，编写了EDA技术及VHDL的教材。
EDA技术及VHDL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EDA技术及VHDL和可编程逻辑器件，主要包
括EDA技术及VHDL概述及发展历史；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和应用；第二部分主要讨论VHDL结构与
要素、VHDL基本语句、MAX+PLUSⅡ开发工具、VHDL设计应用实例；第三部分主要讨论研究EDA
技术及VHDL的实验方法，主要包括基本数字逻辑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应用。
为了让读者能全面、系统地掌握计算机控制技术系统的知识，达到教育部对应用型本科的要求，根据
应用型本科的特点，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俗易懂，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准确清晰，本书结构条理清晰，重点要素突出。
本书共分8章。
第1章介绍EDA技术及VHDL现状与发展（绪论）；第2章主要介绍可编程逻辑器件结构、原理和应用
技术；第3章主要研究讨论VHDL结构与要素；第4章主要研究讨论VHDL基本语句，第5章主要介
绍MAX+PLUSⅡ开发工具；第6章主要研究讨论基本逻辑电路设计方法及应用；第7章主要介绍VHDL
设计与应用实例；第8章主要研究讨论EDA技术及VHDL实验原理与实验方法。
本书由蒋小燕、俞伟钧、张立臣任主编，黄文生、徐俊任副主编；其中第1章至第2章由俞伟钧编写，
第3章由黄文生编写，第4章由张立臣编写，第5章至第7章由蒋小燕编写，第8章和附录由徐俊编写，本
书由蒋小燕统稿，由钱显毅主审。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或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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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EDA技术及VHDL概述和发展历史；讨论了EDA技术及VHDL与可编程逻辑器件
的原理和应用；分析了VHDL结构与要素、VHDL基本语句；介绍了MAX+PLUS Ⅱ开发工具、VHDL
设计应用实例；研究了EDA技术及VHDL的实验方法，主要包括基本逻辑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应
用。
　　本书编写力求反映应用型本科的要求和理工类专业的教学特点，内容力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通俗易懂，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准确清晰，说明简明扼要，注重将理论与实际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且特别注意以形象直观的形式来配合文字表述，重点突出，以帮助读者掌握计算机控制技术的主要
内容。
　　本书可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选用，既可用于高等学校理工类本科教材，也适用于各类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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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EDA技术概述1.2　EDA技术的主要内容EDA技术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①硬件描述语言；
②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③软件开发工具；④实验开发系统。
其中，硬件描述语言是利用EDA技术进行电子系统设计的主要表达手段，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是利
用EDA技术进行电子系统设计的载体，软件开发工具是利用EDA技术进行电子系统设计的智能化的自
动化设计工具，实验开发系统则是利用EDA技术进行电子系统设计的下载工具及硬件验证工具。
1.2.1　硬件描述语言硬件描述语言（HDL）是各种描述方法中最能体现EDA优越性的描述方法。
所谓硬件描述语言，实际就是一个描述工具，其描述的对象就是待设计系统的逻辑功能，实现该功能
的算法，选用的电路结构以及其他各种约束条件等，通常要求HDL既能描述系统的行为，又能描述系
统的结构。
HDL的使用与普通的高级语言相似，编制的HDL程序也需要首先经过编译器进行语法，语义的检查，
并转换为某种中间数据格式，但与其他高级语言相区别的是，用硬件描述语言编制程序的最终目的是
要生成实际的硬件，因此HDL中有与硬件实际情况相对应的并行处理语句。
此外，用HDL编制程序时，还需注意硬件资源的消耗问题（如门，触发器，连线等的数目），有
的HDL程序虽然语法，语义上完全正确，但并不能生成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硬件，其原因就是要实现这
些程序所描述的逻辑功能，消耗的硬件资源将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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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DA技术及VHDL》可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选用，既可用于高等学校理工类本科教材，也适用于各
类工程技术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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