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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DA（Electronic：Design Automation）即电子设计自动化，它是以可编程逻辑器件（PLD）为载
体，以计算机为工作平台，以EDA工具软件为开发环境，以硬件描述语言（HDL）为电子系统功能描
述方式，以电子系统设计为应用方向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已经发展成为电子系统设计者完成电子系统
设计的重要工具。
　　EDA“自顶向下”的系统设计理念，使设计人员摆脱了电路细节的束缚，可以直接针对设计目标
进行功能描述，并进行功能框图的划分和结构设计，而且能在框图一级进行仿真、纠错、验证，从而
避免了浪费，提高了一次设计的成功率，降低了系统开发的风险。
EDA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使设计人员在完成版图设计后，能在实验室内烧制芯片，大大缩短了系统
的开发周期。
EDA硬件描述语言是一种用于设计硬件电子系统的计算机语言。
它通过软件编程来描述电子系统的逻辑功能、电路结构和连接形式，灵活方便，简洁明确，而且便于
设计结果的交流、保存和重用；同时，用EDA硬件描述语言描述的设计不依赖于特定的器件，方便了
工艺的转换，可移植性好，更利于系统智能化程度的提高。
随着EDA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领域的扩大与深入，EDA技术在电子信息、通信、自动控制及计算机应用
等领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本书根据不断发展的EDA技术以及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工程实践，并在参阅同类教材和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编写完成。
本书在内容结构、基本概念、应用实例等方面的安排和取舍上，既考虑了EDA技术理论的系统性、完
整性和简洁性，又注重了EDA技术教学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尽量做到用理论指导电子设计实践，用
设计实例验证理论技术，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本书共有9章，第l章对EDA技术的基本知识、常用的EDA软件开发工具及其使用方法等做了简要
介绍；第2章按照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历程对其结构原理做了简要介绍；第3章以实例为主介绍
了VHDL的语法要素、描述方式以及利用VHDL设计逻辑电路的基本思想方法；第4章以实例为主介绍
了用VHDI实现常用逻辑电路的设计；第5章以图形说明、实例佐证的方式对QuartusⅡ和：Max+plusⅡ
两种：EDA工具软件的使用方法做了简单介绍；第6章通过实例介绍了EDA仿真技术；第7章详细介绍
了应用宏功能模块的设计方法；第8章介绍了常见。
EDA设计中的工程问题以及解决这些工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第9章通过工程实例介绍了：EDA技术
的典型工程应用设计。
本书在取材和编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便于读者学习和教学使用。
各章节中所列举的VHDI.设计实例，都经由EDA工具QuartusⅡ编译通过，并在EDA开发系统上进行了
硬件测试，可直接使用或稍作修改用于相关系统的设计。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通信、自动化及计算机等专业EDA应用技术的教学用书，同时也可作
为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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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教学和应用的角度出发，首先介绍了EDA技术的基本概念、应用特点、可编程逻辑器件、硬件
描述语言（VHDL）及常用逻辑单元电路的VHDL编程技术；然后，以EDA应用为目的，通过EDA实
例详细介绍了EDA技术的开发过程、开发工具软件Quartus Ⅱ的使用、EDA设计过程中常见工程问题的
处理；最后，介绍了工程中典型的EDA设计实例。
    本书各章节均配有习题及设计实例练习，便于读者学习和教学使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通信、自动化及计算机等专业EDA应用技术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高职
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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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采用系统早期仿真　　在系统设计过程中进行了3级仿真，即行为级仿真、RTL级仿真和门
级仿真，从而可以在系统设计早期发现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系统的设计周期，降
低费用。
　　（3）降低了硬件电路设计的难度　　在使用传统的硬件电路设计方法时，往往要求设计人员设
计电路前应写出该电路的逻辑表达式和真值表（或时序电路的状态表），然后进行化简等，这一工作
是相当困难和繁杂的，特别是在设计复杂系统时，工作量大也易出错。
如采用HDL，就可免除编写逻辑表达式或真值表的过程，使设计难度大幅度下降，从而缩短设计周期
。
　　（4）主要设计文件是用HDL编写的源程序　　在传统的硬件电路设计中，最后形成的主要文件
是电路原理图，而采用HDL设计系统硬件电路时，主要的设计文件是用HDL编写的源程序。
用HDL的源程序作为归档文件有很多好处：一是资料量小，便于保存；二是可继承I生好，当设计其他
硬件电路时，可以使用文件中的某些库、进程和过程程序；三是阅读方便，阅读程序很容易看出某一
硬件电路的工作原理和逻辑关系，而阅读电原理图，推知其工作原理需要较多的硬件知识和经验，而
且看起来也不那么一目了然。
如果需要，也可以将HDI编写的源程序转换成电原理图形式输出。
　　自顶向下的层次化设计方法，只有在EDA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成熟应用的今天才成为可能，自顶
向下的层次化设计方法的有效应用必须基于功能强大的EDA工具，具备集系统描述、行为描述和结构
描述功能为一体的硬件描述语言（HDL），以及先进的.ASIC制造工艺和：FPGA／CPLD开发技术。
当今，自顶向下的层次化设计方法已经是EDA技术的首选设计方法，是FPGA／CPLD开发的主要设计
方法。
　2.基于IP的设计　一个较复杂的数字系统往往由许多功能模块构成，而设计者的新思想往往只体现
于部分单元之中，其他单元的功能则是通用的，如FFT、FIR、IIR、Viterbi译码、PCI总线接口、调制
解调和信道均衡等。
这些通用单元具有可重用性，适用于不同的系统。
：FPGA厂家及其第3方预先设计好这些通用单元并根据各种FPGA芯片的结构对布局和布线进行优化，
从而构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模块，称之为IP（Intellectual Property）模块，也可称为IP核（IP
Core）。
　　IP模块可分为硬件IP（Hard IP）模块、软件IP（Soft IP）模块和固件IP（Firm IP）模块3种。
硬件IP模块已完成了布局布线和功能验证，并将设计映射到IC硅片的物理版图上。
虽然硬件IP模块的可靠性高，但是它的可重用性和灵活性较差，往往不能直接转换到采用新工艺的芯
片中；软件IP模块通常是可综合的寄存器级硬件描述语言模型，它包括仿真模型、测试方法和说明文
档。
但是以HDL代码的形式将软件IP模块提供给用户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原因是用户将IP模块嵌入到自己
的系统中后，新的布局布线往往会降低IP模块的性能，甚至使整个系统都无法工作。
　　因此，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带有布局布线信息的网表提供给用户，这样就避免了用户重新布线
所带来的问题。
这种含有布局布线信息的软件IP模块又称作固件IP模块。
Xilinx和Altera公司便是采用这种方式向用户提供IP模块的。
而Actel和Lucent公司虽是以HDL的方式提供IP模块，但它们事先也针对芯片的结构作了优化。
设计者可以利用这些IP模块更快、更高效、更可靠地完成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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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DA技术及应用教程》是教学、实验及工程实践的结晶；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实例丰富、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便于自学；附赠电子教案，提供所有实例、习题的源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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