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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逻辑电路基础与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是以eda技术研究为出发点，专门针对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而编写的硬件技术基础教程。
与以往的数字电路教材不同，《数字逻辑电路基础与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重点体现“软件设计实现
硬件技术”的理念，除了在传统基础上利用真值表、状态图、卡诺图化简进行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
辑电路设计外，还专门介绍了quartusⅱ9．1开发环境和硬件设计语言verilog
hdl，并使用verilog
hdl语言实现组合电路设计、同步，异步时序电路设计，芯片扩展应用，pld设计，接口电路设计，数
字系统fpga项目设计及简单微处理器设计等，其他内容还包括逻辑门实现、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
电路分析、存储器设计与扩展、脉冲发生器设计、a／d和d／a转换电路、数字系统设计等。
在设计分析中，能够把设计的电路芯片与计算机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

　　《数字逻辑电路基础与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的教材，还可作为技术开发
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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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5.3.2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5.4 异步时序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5.4.1 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5.4.2 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5.5 常用时序逻辑电路
5.5.1 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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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9.2数字系统设计方法与描述 9.2.1 数字系统设计方法 数字系统的设计方法可分为两
大类：自底而上的设计方法和自顶而下的设计方法。
 1.自底而上的设计方法 传统的设计方法都是自底向上的，即首先确定可用的元器件，然后根据这些器
件进行逻辑设计，完成各模块后进行连接，最后形成系统。
而后经调试、测量观察整个系统是否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
 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如下： （1）这种“自底而上”的设计方法常常受到设计者的经验及市场器件情
况等因素限制，且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
 （2）系统测试在系统硬件完成后进行。
如果发现系统设计需要修改，则需要重新制作电路板，重新购买器件，重新调试与修改设计。
整个修改过程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经费。
 （3）电路设计是原理图设计方式，而原理图设计的电路对于复杂系统的设计、阅读、交流、修改、
更新、保存都十分困难，不利于复杂系统的任务分解与综合。
 2。
自顶而下的设计方法 基于EDA技术的所谓自顶而下的设计方法正好相反，它首先从系统设计人手，在
顶层进行功能划分和结构设计，并在系统级采用仿真手段验证设计的正确性，然后再逐级设计低层的
结构，实现设计、仿真、测试一体化。
其方案的验证与设计、电路与PCB设计、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
设计等都由电子系统设计师借助于EDA工具完成。
自顶向下设计方法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PLD硬件和EDA工具支撑。
 （2）采用逐级仿真技术，以便及早发现问题修改设计方案。
 （3）基于网上设计技术使全球设计者设计成果共享，设计成果的再利用得到保证。
现代的电子应用系统正向模块化发展，或者说向软硬核组合的方向发展。
对以往成功的设计成果稍作修改、组合就能投入再利用，从而产生全新的或派生的设计模块，同时还
可以以一种IP核的方式进行存档。
 （4）由于采用的是结构化开发手段，可实现多人多任务的并行工作方式，使复杂系统的设计规模和
效率大幅度提高。
 （5）在选择器件的类型、规模、硬件结构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所谓分层次设计，是将设计层次分为5级，即印制系统级、寄存器传输级、门级、电路级和器件（板
图）级。
其中，系统是最上一层，是最抽象的设计层次，它将电子系统看做由一些系统部件组成，而各部件之
间的连接可以是抽象的，只要表达清楚系统的体系结构、数据处理功能、算法等即可；寄存器传输级
以具有内部状态的寄存器以及连接寄存器之间的逻辑单元作为部件，重点在于表达信号的运算、传输
和状态的转移过程；门级设计也就是逻辑设计，它以电路或触发器作为基本部件，表达各种逻辑关系
；电路级设计可以看做分立的基本元件，具体表达电路在时域的伏安特性或频域的响应等性能；器件
级又称为板图级，现代电路设计以板图级设计作为最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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