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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FPGA快速系统原型设计权威指南》是关于FPGA快速系统原型设计的权威指南，分为17章。第1章概
述FPGA的相关概念和嵌入式设计技能；第2章介绍FPGA的基础知识；第3章讲解优化的FPGA开发流程
；第4章从系统工程管理的角度来讨论FPGA设计流程的优化；第5章讨论FPGA器件级的设计决策；第6
章讨论FPGA板级设计所需要考虑的各种影响因素；第7章讨论FPGA内部的具体设计实现；第8章讨论
设计仿真；第9章讨论设计约束及其优化技巧；第10章讨论FPGA下载配置；第11章讨论板级测试的方
法；第12章讨论功耗和量产问题；第13章讨论IP的分类、IP核的选择、集成和测试等；第14章讨
论FPGA内嵌处理器IP核的相关内容；第15章讨论DSP；第16章论述高级的互联I/O接口；第17章总结本
书涉及的各种设计方法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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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R.C. Cofer具有19年的嵌入式设计经验，包括实时DSP算法开发、高速硬件、ASIC和FPGA设计、系统
工程和项目管理。他的技术领域重点专注使用高速DSP和FPGA进行快速系统开发。他还进行工程师培
训，在国际上发表关于DSP和FPGA设计专题的演讲。R.C.现拥有佛罗里达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和佛
罗里达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学士学位。
Ben Harding拥有阿拉巴马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在研究生期间，研究领域涉及数字信号处理、控
制论、并行处理和机器人等。Ben曾参与和管理快速系统开发与研究的项目。他拥有超过15年丰富的
嵌入式系统设计经验。他的硬件设计经验包括：高速DSP设计、网络处理器和可编程逻辑。Ben还拥有
丰富的嵌入式软件开发经验，包括语音和信号处理算法开发，众多实时操作系统的板级支持包的开发
。Ben已经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还在国际上发表关于FPGA设计专题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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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最初接触这本书是因为riple（杨碧波）在其博客上的大力推荐，追溯起来，那已经是2009年的事了。
随后我（吴厚航）也专门拜读了这本书，读完此书，受益良多，我恨不能立即分享给国内广大
的FPGA爱好者和工程师们，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看到英文版本的原著。随后的数月，先是riple着手对
第4章做了翻译，陆续发表在其博客上。与此同时，我也动手对第3章进行了翻译，这个过程虽然耗时
耗力，但不仅是在感受分享的快乐，同时还真真切切地从原文的字里行间体味作者的技术功力，从某
种程度上提升自己对FPGA技术的认知。
然而，且不说这种“民间”翻译行为是否涉及侵权，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更好地将FPGA业内少有的
这本经典之作传播出去。鉴于此，我和riple也达成了共识，希望能够联系一家国内的出版社，让这本
书的“中文翻译版”成为可能。我们先联系了国内的一家出版社，可惜不久之后得到的是令人沮丧的
答复，当然，这只是本书翻译前的一个小插曲。为此，riple更是在其博客上撰文表达了不解，同时也
给出了对此书非常中肯的意见，详细过程由riple记录在“译后记”里。
很遗憾，自此之后，此书的翻译计划一度搁浅。直到2012年，我和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张国强无意中再
次论及此书，这件事才又现转机。正可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数月之后，经过张国强的努力，
排除各种艰难险阻，终于争取到了本书的翻译“许可证”。2012年年底，本书的翻译计划再次提上议
程。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人选问题，由于工作量巨大，加之本书的深度，除了我
和riple之外，还需要寻找一位能人相助。经过张国强的推荐，最终kiki（姚琪）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对于我们三人，巧合的是，各有所长，在技术上非常互补。虽然我们三人都未曾谋面过，但是从翻译
过程中的沟通接触，不难发觉riple是一个专注于FPGA工程开发并且经验丰富的工程师；kiki则兼
有FPGA和嵌入式软件开发的经历，言谈举止，非常阳光，充满活力；而我本人则是一个有较多硬件
板级设计背景的FPGA工程师，性格里有着硬件工程师的严谨和较真。由此看来，我们三人基本能够
形成一个在技术上和性格上都相对互补的团队，这对本书的翻译绝对是件好事。
我们这个小小翻译团队的故事大体就是这样，我们期待半年多来大家所付出的点滴汗水能够换来广大
读者对我们的认可。
在本书翻译的分工上，本着“取长补短”的原则，三人各自负责自己所擅长的章节。riple负责第4章、
第9章、第14章、第15章和附录B的翻译；kiki负责第1章、第7章、第8章、第10章、第12章、第13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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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录A和附录C的翻译；我负责第2章、第3章、第5章、第6章、第11章、第16章和第17章的翻译。当
然，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相互“审校”，相互“修改”，希望尽可能给读者还原一顿“
原汁原味的大餐”。
本书作者在章节划分上，也是条理清晰、脉络分明的。第1～2章介绍基础知识；第3～4章则讲述设计
流程和工程管理方面的内容；第5～11章按照设计流程分阶段展开具体的内容；第12～16章则讨论一些
高级专题内容；最后在第17章进行了总结。主要内容大致如下所述。
第1章讨论了基于FPGA的高效快速系统成型的相关概念和所涉及的各种嵌入式设计技能；第2章奠定了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基础，讲述了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分类及其发展演变，重点描述了基于SRAM的FPGA
器件的内部架构；第3章给出了一个优化的FPGA开发流程，描述了各个设计阶段的主要任务及其注意
事项；第4章着重从系统工程管理的角度来讨论FPGA设计流程的优化；第5章讨论了FPGA器件级的设
计决策，如器件选型和引脚分配等；第6章讨论了FPGA板级设计所需要考虑的各种影响因素；第7章讨
论了FPGA内部的具体设计实现，如模块层次划分、代码输入、综合实现和布局布线等；第8章讨论了
设计仿真相关的内容；第9章讨论了各种不同的设计约束及其优化技巧；第10章讨论了FPGA下载配置
相关的内容；第11章讨论了板级测试的方法；第12章重点讨论了功耗和量产相关的议题；第13章对IP
的分类、IP核的选择、集成和测试等都进行了讨论；第14章讨论了FPGA内嵌处理器IP核的相关内容；
第15章对在FPGA内实现数字信号处理功能进行了讨论；第16章论述了各种高级的互联I/O接口；第17
章则是整本书的总结，以一个项目实例的方式将前面所有章节的内容都串联起来；附录A按照技术类
别列出了对应正文各个章节的厂商技术资料；附录B按照开发流程给出了各个阶段设计要点的检查清
单；附录C列出了常见的缩写和缩略词。
最后，我谨代表整个翻译团队向为此书中文翻译版顺利出版付出过努力的同仁以及他们的家人们道一
声“谢谢”！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把这本书做得更精细一些，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某些疏忽和错
误在所难免。我们恳请广大读者和FPGA开发领域的专家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把书中的问题及时反馈
给我们，并就书中内容与我们进行交流，具体可以发邮件至wuhouhang@gmail.com, yq000ch@gmail.com
和ash_riple@163.com。
吴厚航

Page 5



《FPGA快速系统原型设计权威指南》

精彩短评

1、08年的书，东西的确有点老，做工程管理启发性的内容挺不错。。。但是最精彩的是翻译！绝对顶
级的翻译水平！。。。以后可以考虑参与一发国外著作的翻译
2、我参与了翻译，无论大家觉得我们翻译的水平如何，我都非常赞赏原书作者的功力，里面的很
多check list都是真正的实战经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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