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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从产品研发的角度，介绍数字集成电路逻辑设计的原理、方法和实践经验。主要内容涵盖集成电
路器件和制造工艺的基本原理、逻辑功能的抽象层次、设计流程、硬件描述语言、微架构设计和芯片
总线。本书还详细介绍了常见的先入先出缓存的设计实例。本书的特点是注重为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提
供解决方法和背景知识，内容有的放矢、简明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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