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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自动化》

前言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产品设计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
机辅助分析和设计为基础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ntomation，EDA）技术已广泛用于集
成电路与数字系统的设计中。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已成为现代电子系统设计的关键技术，是新一代电
子设计工程师以及从事电子技术开发和研究人员的必备技能。随着电子产品的集成化和复杂程度的提
高，采用先进的电子器件和电子电路设计方法，可以大幅度缩短产品设计周期，并使设计产品小型化
、低功耗、高速度、高性能，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了解新的设计技术应当尽快掌握它的设计流程。
本教材在编写时以实践为基础，以详细的实例让初学者了解基于QuartusⅡ和NiosⅡIDE的可编程逻辑
器件和片上系统（System On aProgrammable Chip，SOPC）开发的基本流程，目的是为了让初学者尽快
了解可编程逻辑器件先进的设计方法、基本开发流程和常用设计开发手段。本教材共七章。第1章
为CPLD／FPGA的基本知识，初学者应先了解这部分内容。第2章以两个实例让初学者了解CPLD
／FPGA基于硬件描述语言和原理图的基本开发流程，并熟悉Qu.artusⅡ软件的基本使用。第3章较详细
地介绍了VHDL语法和使用实例，可用于CPLD／FPGA小规模数字系统设计开发或底层模块设计。第4
章通过实例较详细地介绍了状态机设计方法，使初学者了解较大规模数字系统的设计方法。第5章通
过实例详细介绍了QuartusⅡ软件的LPM参数化宏模块、存储器、嵌入式锁相环、嵌入式逻辑分析
仪SignalTapⅡ等多种逻辑设计流程以及层次化设计流程，它主要适用于较大规模FPGA设计开发。第6
章通过一个实例详细介绍了NiosⅡ嵌入式系统软、硬件设计流程，它主要适用于在大容量FPGA中嵌入
微处理器数字系统的设计开发。第7章通过3个数字系统设计实例，介绍了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进行数
字系统设计的完整流程。本教材由杨静、游周密编写，沈明山负责部分实例的编写和验证。杨静负责
全书的统稿。本教材初稿由王毓银教授审阅和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
于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发展迅速，作者水平有限，本教材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殷切期望
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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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自动化》

内容概要

《电子设计自动化》以详细的实例介绍了VHDL.硬件描述语言和可编程逻辑器件、NiosⅡ嵌入式系统
开发流程，可以使读者较快地了解可编程逻辑器件和NiosⅡ嵌入式系统先进的设计方法、开发流程和
开发手段。全书共七章，主要包括CPLD／FPGA的基本知识、CPLD／FPGA基本开发流程、VHDL语
法与使用实例、状态机设计方法、基于QuartusⅡ软件的多种逻辑设计流程、NiosⅡ嵌入式系统软／硬
件设计流程和数字系统设计实例。《电子设计自动化》以实践为基础，图文并茂，开发流程完整详尽
，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通信、电气自动化等专业学生的学习或实
训教材，亦可作为电子设计竞赛VHDL硬件描述语言与CPLD／FPGA开发赛前辅导参考资料，也可供
电子类在职研究开发人员和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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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计自动化》

章节摘录

插图：用于传统数字系统设计的基本器件主要为标准逻辑器件，如TTL74，系列和CMOS4000系列等。
标准逻辑器件的主要缺点是逻辑规模小、功耗大、可靠性低。设计一个数字系统往往要用多片标准器
件，因此数字系统布局布线复杂，占用的印制电路板面积较大。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半导体厂家竟
相开发了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Circuit，ASIC）产品。ASIC可分为全定制、半定
制和可编程逻辑器件（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PLD）三大类。其中，半定制、全定制ASIC产品的
开发需要半导体厂家参与，设计周期长，开发费用高。而PLD的设计开发不需要半导体厂家的参与，
适用于一般设计者使用，是集成电路中发展最快的器件之一。PLD器件与标准逻辑器件相比，其主要
特点是：（1）逻辑规模大。PLD器件已进人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一片PLD器件的规模可
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逻辑门。用一片：PLD器件就可实现一个数字系统，使电子产品体积小、功耗低
、可靠性高。（2）硬件的软设计。采用PLD器件设计数字系统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计算机及PLD开发软
件进行逻辑设计、功能仿真，可大大降低系统设计成本。此外，还可利用优化元件库或专用模块库进
行设计，提高设计效率，缩短设计周期。（3）在采用PLD器件设计逻辑电路时，设计者需要利用PLD
器件开发软件和硬件。PLD器件开发软件根据设计要求，可自动进行逻辑电路设计输入、编译、逻辑
划分、优化和模拟，得到一个满足设计要求的PLD编程数据。逻辑功能模拟通过后，还需将PLD编程
数据下载到PLD器件中，使PLD器件具有设计所要求的逻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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