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EDA技术与实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EDA技术与实验>>

13位ISBN编号：9787111249368

10位ISBN编号：711124936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李国洪、胡辉、沈明山、 王达伟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01出版)

作者：李国洪 等 著

页数：3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EDA技术与实验>>

前言

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日新月异。
实现这种进步的主要原因就是电子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发展，其核心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技术，EDA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为保证电子系统设计的速度和质量，适应“第一时间推出产品”的设计要求，EDA技术正逐渐成为
一项不可缺少的先进技术和重要工具。
目前，在国内电子技术教学和产业界的技术推广已形成“EDA热”，完全可以说，掌握EDA技术是电
气信息与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基本能力和技能。
EDA技术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含义已经不只局限在当初电路版图设计自动化的概念上
，而当今的EDA技术更多的是指芯片内的电子系统设计自动化，即“片上系统”（SOC，System On
Chip）设计。
也就是说，开发人员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电子系统设计来定制其芯片内部的电路功能，使之成为设计
者自己的等用集成电路（ASIC，ApplicationSpecific IC）芯片。
在过去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今天已成为平常之事，使用一台计算机、一套EDA软件和一片或几片大规
模可编程芯片（FPGA/CPLD或ispPAC）．就能完成电子系统的设计。
EDA技术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但在教学和技术推广层面上，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基于可编程器件
的EDA技术，它主要包括如下4大要素：1大规模可编程器件，它是利用EDA技术进行电子系统设计的
载体；2硬件描述语言，它是利用EDA技术进行电子系统设计的主要表达手段；3软件开发工具，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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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开发系统，它是利用EDA技术进
行电子系统设计的下载工具及硬件验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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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一本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基础课教
材。
全书涉及了有关可编程器件EDA技术的所有应用技术，并通过例题和设计实验向读者提供了技术学习
的指导。
在内容的组织和编写风格上，力求做到结合新颖而详尽的设计实例，深入浅出，信息量大，注重实践
和设计技巧，使电类专业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使用本书迅速进入EDA领域，掌握从事电子系统设计工
作所必备的基本能力和技能，并通过大量的设计实例和综合设计使不同层面的读者提高其EDA技术应
用水平。
　　本书共分6章，包括EDA技术概述、可编程逻辑器件与数字系统的设计、MAX+plusⅡ软件的应用
、QuartusⅡ软件的应用、VHDL设计基础和EDA综合设计。
附录部分介绍了相关EDA实验开发系统的硬件配置、软件资源等，供读者参考。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电气信息类、仪器仪表类、自动化类及其他相近专业本、专科生相关课
程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种EDA技术培训班学员学习、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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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EDA技术概述电子设计自动化（EDA，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技术是电子设计技术和
电子制造技术的核心，EDA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电子信息行业的发展。
本章简述了EDA技术的发展及其所涉及的内容，使读者对EDA技术的全貌、构成要素及其工程设计过
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1　EDA技术的发展及其未来EDA技术是现代电子信息工程领域的一门新技术，它是在先进的计算机
工作平台上开发出来的一整套电子系统设计的软硬件工具，并提供了先进的电子系统设计方法。
随着EDA技术的不断发展，EDA技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含义已经不仅局限在当初的电路
版图设计自动化的概念上，当今的EDA技术更多的是指芯片内的电子系统设计自动化，即片上系统
（SOC，System On Chip）设计。
也就是说，开发人员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电子系统设计来定制其芯片内部的电路功能，使之成为设计
者自己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芯片。
在SOC的设计过程中，除系统级设计、行为级描述及对功能的描述以外均可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同时
，设计人员借助开发软件，可以将设计过程中的许多细节问题抛开，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电子系统的总
体开发上。
这样大大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设计效率，减少了以往复杂的工序，缩短了开发周期，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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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DA技术与实验》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电气信息类、仪器仪表类、自动化类及其他相近专业本、专
科生相关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种EDA技术培训班学员学习、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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