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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薛冰编著的《零点起步--Altera
CPLD\FPGA轻松入门与开发实例(附光盘)》面向FPGA初中级读者，全书共分11章，较系统地介绍了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结构原理以及VHDL(超高速集成电路硬件描述语言)基础知识、语法结构和常用基
本数字电路的例程，使读者能够轻松入门并巩固数字电路基础知识；详细分析了目前主流的可编程逻
辑器件和开发工具，并介绍了逻辑电路设计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处理方法，以及如何在Ahera公司
的CPLD／FPGA芯片上运行VHDL程序，其中包含一些常用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和接口控制器的设计实
例；最后介绍基于SOPC的嵌入式设计的具体工作流程和设计方法，并结合实际工程设计，说明如何
采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实现典型的嵌入式系统。

本书内容翔实，讲解透彻，案例实用，能够使读者快速、全面地掌握 CPLD／FPGA的基本开发方法。
 《零点起步--Altera
CPLD\FPGA轻松入门与开发实例(附光盘)》既可作为各类培训学校的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及
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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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可编程逻辑器件概述可编程逻辑器件（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PLD）起源于20世
纪70年代，是在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
型逻辑器件，是当今数字系统设计的主要平台。
其主要特点是完全由用户通过软件进行配置和编程，从而完成特定的功能，并且可以反复擦写。
本章首先对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EDA）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介绍，然后给出可
编程逻辑器件的分类及原理，进而简要介绍可编程逻辑器件的设计方法及流程，最后详细介绍Altera可
编程逻辑器件。
本章要点：● EDA技术及其应用。
● 可编程逻辑器件分类及原理。
● PLD的设计方法及流程。
● Altera可编程逻辑器件介绍1.1 EDA技术及其应用微电子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加工
技术即半导体工艺技术的发展上，表征半导体工艺水平的线宽已经达到了45mm，并且还在不断地缩
小；而在硅片单位面积上，则集成了更多的晶体管。
集成电路设计正在不断地向超大规模、极低功耗和超高速的方向发展，ASIC的设计成本不断降低，在
功能上，现代的集成电路已能够实现单片电子系统（System On Chip,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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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零点起步:Altera CPLD/FPGA轻松入门与开发实例》编辑推荐：从零开始，轻松入门，图解案例，清
晰直观，图文并茂，操作简单，实例引导，专业经典，学以致用，注重实践。
《零点起步:Altera CPLD/FPGA轻松入门与开发实例》内容翔实，讲解透彻，案例实用，能够使读者快
速、全面地掌握CPLD／FPGA的基本开发方法。
《零点起步:Altera CPLD/FPGA轻松入门与开发实例》既可作为各类培训学校的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
术人员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零点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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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