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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半导体技术和数字化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新电子产品上市周期的缩短，基于可编程逻辑器
件的复杂数字系统设计成为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EDA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应用领域。
采用可编程逻辑器件PLD比采用专用集成电路ASIC：和专用标准部件ADDP的成本低。
基于EDA技术和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数字系统设计技术，可极大地缩短系统设计周期，满足市场对产品
竞争力的要求。
随着可编程逻辑器件功能的日趋强大和相关设计软件性能的不断完善，基于EDA技术的设计方法越来
越受到电子设计人员的重视，硬件描述语言HDL原理图、IP核和网表等设计方法成为可编程逻辑器件
设计中需要掌握的设计技术。
可编程逻辑器件已经从单纯的数字逻辑设备发展到了片上可编程系统SOPC：阶段，因此要求EIDA设
计人员必须能够实现软件和硬件的协同工作。
本书力图全面系统地介绍基于Xilinx可编程逻辑器件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通过系统介绍其设计原理和方法，使读者能够系统全面地掌握可编程逻辑器件的设计方法和技巧。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EDA的设计导论部分，该部分主要介绍EDA技术的发展历史、EDA技术所涉及的内容、设计流程
和HDL硬件描述语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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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高等学校信息类和其他相关专业编著的教材。
本书共分为11章。
主要介绍了EDA设计导论，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方法，Verilog HDL语言基础，数字逻辑单元设计
，Verilog HDL高级设计技术，基于HDL的设计输入，基于原理图的设计输入，设计综合和行为仿真，
设计实现和时序仿真，设计下载和调试，数字系统设计实例。
　　根据EDA课程的教学要求和实际的教学实践的体会，本书不仅系统地介绍了EDA的设计理论，而
且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给出了大量的设计实例，并反映了最新的EDA设计技术及发展趋势。
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Xilinx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的设计人员的参考用书
，同时也可作为与Xilinx相关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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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行为仿真行为仿真检查综合结果是否和原设计一致。
在仿真时，把综合生成的标准延时文件反标注到行为仿真模型中去，可估计门延时带来的影响。
但这一步骤不能估计线延时，因此和布线后的实际情况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十分准确。
目前的综合工具较为成熟，对于一般的设计可以省略这一步，但如果在布局布线后发现电路结构和设
计意图不符，则需要回溯到行为仿真来确认问题之所在。
在功能仿真中介绍的软件工具一般都支持行为仿真。
6.实现实现是将综合生成的逻辑网表配置到具体的FPGA芯片上，布局布线是其中最重要的过程。
布局将逻辑网表中的硬件原语和底层单元合理地配置到芯片内部的固有硬件结构上，并且往往需要在
速度最优和面积最优之间作出选择。
布线根据布局的拓扑结构，利用芯片内部的各种连线资源，合理正确地连接各个元件。
目前，FPGA的结构非常复杂，特别是在有时序约束条件时，需要利用时序驱动的引擎进行布局布线
。
布线结束后，软件工具会自动生成报告，提供有关设计中各部分资源的使用情况。
由于只有FPGA芯片生产商对芯片结构最为了解，所以布局布线必须选择芯片开发商提供的工具。
7.时序仿真时序仿真，也称为后仿真，是指将布局布线的延时信息反标注到设计网表中来检测有无时
序违规（即不满足时序约束条件或器件固有的时序规则，如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等）现象。
时序仿真包含的延迟信息最全，也最精确，能较好地反映芯片的实际工作情况。
由于不同芯片的内部延时不一样，不同的布局布线方案也给延时带来不同的影响。
因此在布局布线后，通过对系统和各个模块进行时序仿真，分析其时序关系，估计系统性能，以及检
查和消除竞争冒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功能仿真中介绍的软件工具一般都支持时序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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