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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有Altera可编程逻辑器件、MAX+plusⅡ开发工具、VHDL硬件描述语言和丰富的数字电
路及数字电子系统EDA设计实例。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理论篇，阐述了Altera主要系列
的CPLD和FPGA芯片的结构及特点，以及相应的开发软件MAX+plusⅡ的使用，详尽介绍了VHDL的基
本语言和实用技术；下篇为实践篇，列举了大量设计实例，这些实例程序全部通过了仿真，并均在JLE
型EDA实验与开发系统上通过了硬件测试，实例对大部分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本书实用
性强，适合作为高职高专类院校的专业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人员参考。
方便教学，本书配有电子教案，有需要的老师可与出版社联系，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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