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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浅入深，由基础知识到实战案例向读者系统阐述了如何利用Zynq平台进行嵌入式系统以及软硬
件协同设计的开发。本书分为基础篇与进阶篇两部分，基础篇中介绍了Zynq器件、ZedBoard，并配有
简单入门实验，同时针对软件开发人员增设了FPGA硬件加速等内容。在进阶篇中介绍了利用Zynq进
行软硬件协同设计，同时对处理器与可编程逻辑接口等技术进行了详细剖析。本书提供了20个详细的
设计案例，涵盖了硬件板卡、FPGA逻辑、Linux驱动、Linux操作系统、上层应用、软硬件协同设计
等Zynq开发中可能遇到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并在最后将前述独立案例整合为4个系统案例。本书重点
突出实战，以案例为指导，配合介绍相关参考文档，协助读者尽快掌握在Zynq上进行各项设计的方法
。
本书可作为Zynq初学者、软硬件协同设计开发人员的参考用书，亦可作为大专院校嵌入式系统设计、
片上系统设计、可编程逻辑器件等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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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1章PL和PS的接口技术详解 Zynq作为首款将高性能ARM Cortex A系列处理器与
高性能FPGA在单芯片内紧密结合的产品，与其他独立ARM Cortex A9与Xilinx FPGA在单板上相比，其
可以具有如下优点：设计成本降低；设计整体功耗降低；设计体积减小；设计风险降低；设计更灵活
。为了实现这些优点，xilinx在设计Zynq时不仅要将不同工艺特征的处理器和FPGA融合在一个芯片上
并保证其良品率，更要设计高效的片内高性能处理器与FPGA之间互联通路。如果ARM Cortex A9
与FPGA之间数据交互成了瓶颈，那么处理器与FPGA的性能优势都不能发挥出来，其他的优势也就无
从谈起了。 因此，如何设计高效的PL与PS数据交互通路是zynq芯片设计的重中之重，也是产品成败的
关键之一。本章我们将主要介绍PL和PS的连接，揭示PL和PS之间的接口技术细节。 11.1 PL和PS的接口
在第5章中，我们已经初步介绍了Zynq器件上的系统级信号，其中也包括了PL和PS的接口信号，PL
与PS的接口主要有两种类型： 口功能接口。包括AXl、EMl0、中断、DMA流控制、时钟和调试接口。
在FPGA开发人员设计PL模块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些接口的信号，从而和PS进行数据交互。不同的
信号接口用途不一样，应按需求使用。 口配置接口。包括PCAP、SEU、配置状态信号和Program
／Done／Init信号接口。这些信号的接口连接到PL内配置模块的固定逻辑上，给PS提供对PL的控制能
力。 对于硬件设计而言接触到的主要是AXl、EMl0、DMA、PCAP等接口，这些接口在第5章中我们已
经都提过了。EMl0是Zynq提供的一种对Ml0进行扩展的机制。其实就是将Ml0放不下的PS外设接口，
在PL上连接到外部引脚。当然，PL里的逻辑也能访问到这些“连接”，这些“连接”也可以访问PL的
逻辑。如果将PL内的逻辑模块看作是系统外部的设备，也就是不需要通过总线和PS通信的设备，那么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EMIO接口和这种逻辑模块通信。PCAP是配置模块接口，在后续实验中我们也会用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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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Xilinx 首款带有ARM处理器硬核的片子，国内的普及做的还是很快的。据说这是全球第一本介
绍Zynq的图书。作为新手入门还是非常合适的，这本书里介绍了很多具体的实例，可以快速的上
手Zynq系列的芯片。Xilinx 资深工程师编写，不可多得的权威之作。
2、帮同事买的，没说不好。
3、内容还可以，就是每一项都说个皮毛，看了还是没法学会啊
4、书上全是错误！！！不如不看
5、书刚开始看，里面都粗粗略过，不详细
6、看了前面部分，第十四章的系统工程就没看了。
了解下SOC还不错
7、深入浅出  从软件着手了解整个嵌入式系统  很对我的胃口
8、Joshua的神书，必须给好评！
9、咋评价人数不足⋯project都是从xilinx开发文档里找的，不过多了很多解释，对于提高姿势水平还是
很吼的。
10、不知道能不能把里面的实验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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