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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简洁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什么是FPGA、FPGA如何工作、如何对FPGA编程以及FPGA设计
中遇到的各种概念、器件和工具，如传统的基于HDL/RTL的仿真和逻辑综合、最新的纯C/C++设计捕
获和综合技术以及基于DSP的设计流程。
另外，本书还涉及大量丰富的、工程师所需的技术细节。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FPGA设计指南>>

作者简介

　　Clive“Max”Maxfield世界半导体设计界知名专家，FPGA专业网站Programmable Logic Desig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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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field先生拥有丰富的电路设计和开发经验，更以杰出的写作才能享誉全球。
他曾经长期为EDN、EE Design等一流杂志和网站撰写专栏，并撰写了多部电子技术方面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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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FPGA设计指南：器件、工具和流程》适用于使用FPGA进行设计的工程师、进行嵌入式应用任
务开发的软件工程师以及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专业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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