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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
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是信息科学技术的核心技术。
集成电路产业是关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
伴随着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移动通信等技术的不断创新，集成电路技术得到了迅
猛发展。
从1958年美国的基尔比发明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以来，集成电路已经从初期的小规模集成电路(SSI)
发展到今天的系统芯片(So(：)，一直按摩尔定律(Moore law)向前演进。
集成电路产业包含相对独立的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加工制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集成电路材料
、集成电路设备业等，而其中的集成电路设计是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龙头。
　　近年来，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迅速发展。
2000年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0％左右。
坚持自主发展，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掌握集成电路的核心技术，提高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产品的比重是我们的历史性任务。
　　发展集成电路技术的关键是培养具有创新和创业能力的专业人才，因此高质量、较快速度地培养
集成电路人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毫无疑问，大学和大学老师义不容辞地要担负起这一历史责任。
2003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建设了“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又在2006年批准设立集成电路工程领域培养工程硕士学位课程，意在不仅培养高水平的工学学士
、硕士和博士，而且还要培养大量的集成电路工程领域的工程硕士，以满足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迅速发
展的需要。
　　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迅速，内容更新快，而我国现有的集成电路工程领域的教科书数量少，而且内
容和体系上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科的发展和工程技术教学的需要，也难以满足集成电路工程领域工程硕
士的培养。
为此，教育部全国集成电路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指导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调研
，组织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家集成电路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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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系统介绍各种类型微处理器体系结构的教材。
作者从与传统的微处理器教材不同的视角，根据自身多年的设计实践与教学经验，全面探讨了包括随
机逻辑体系结构、MSPARC随机逻辑结构、微码体系结构和流水线体系结构等在内的多种微处理器体
系结构的特性，以及它们在软硬件设计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相应章节给出了各类微处理器
的VHDL代码以及其行为验证实验，供读者借助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进行实际仿真模拟实践
。
本书配有相关习题，方便读者复习每章出现的概念，从而使读者能逐步掌握书中内容并快速地开始设
计。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专业工程硕士的教材，并可以作为微处理器硬件与软件设
计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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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　　1.1　电子技术及计算机的发展　　1.1.1　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历史回顾　　人类
使用机械式的装置来控制复杂的计算，至少可以追溯到l6世纪。
当时的帕斯卡（Pascal）研发出一种机械式计算器，用于税收工作。
这种计算器包含8块旋转盘，连接成为一个鼓形的装置，每当低位数旋转盘产生一个进位时，连接装
置便会自动带动高一位数的旋转盘，而使其向前转进一格。
　　后来在19世纪初，巴贝奇（Babbage）制造出一个称为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的计算设备。
这个计算设备已具备了现代计算机所常见的许多特性。
例如，它会自动阅读输入的数据、存储数据、执行计算，并产生输出的数据，以及使用自动控制的方
法进行机器操作等。
巴贝奇还制造出一台更为先进的计算机器，称为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这个计算机器具有分支机
制，以及使用卡片来编写程序。
当时与他共事的爱达·卢富莱斯（Ada Lovelace）——诗人拜伦（Byron）的女儿，写出了目前所知最
早的计算机程序。
这些程序运行在分析机上，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此后过了一个多世纪，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计算机械才又一次取得重大进展。
当时德国潜艇严重破坏了英国与同盟国之间的航运，而德国潜艇之间的密码通信，是通过ENIGMA密
码机来执行的。
ENIGMA所使用的编码程序早就为人所知，但是要使用当时的一般方法来解译ENIGMA的密码，却是
一个既费时又困难的任务。
于是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和他的同事们共同研发出一台称为Colossus的电子与机械结
合的计算机器，成功破译了ENIGMA发送的秘密通信。
　　这台由图灵团队研发出来的，能夠成功破译密码的Colossus，已具备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许多特性
。
例如，用纸带输入的信息被存储在电子管内，它的计算过程是在电子管之间进行的，以及它的程序的
编写是使用插头板来实现等。
　　就在图灵致力于研发Colossus的同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克特（Eckert）和莫齐利
（Mauchly），也正在为美国陆军研发用来计算弹道轨迹的计算机。
他们的研发成果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工程学院的一台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ENIAC）。
ENIAC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正式制造完成，之后被成功地使用了9年（1946～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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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丛书特点与内容：本工程硕士系列教材一套七本（目录如下）。
本套教材系统而全面地将集成电路设计的基本理论、设计方法和实现方案介绍给读者。
特点是取材新颖，强调动手产验，注重产品开发应用。
内容包括集成电路设计的基本工艺方法与器件理论，用于数字、模拟和射频电路设计的实用电路基础
，各种电路类型的设计方法，设计中常用的工具手段和芯片的设计流程。
丛书内容不包括集成电路芯片的封装和测试。
　　学习方法与建议　在学习中，配合书中的习题和实验数据，可以很好地理解和掌握书中理论与技
术内容；完成书中的每项实验，有助于你顺利跨入产品研究的大门。
除了实验和技术课程之外，掌握相关企业和项目管理的基石知识也是当代技术学习的特色。
根据读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结合所需学位学分，可以选修部分课程。
例如：从事数学集成电路设计方向的，可以免修“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课程的后半部分；从事
模拟与射频集成电路设计方向的，可以选修“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课程和免修“微处理器体系结
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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