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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log编程艺术》

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地探讨了Verilog编程，分为七个部分：设计原则、语言特性、书写文档、高级设计、时钟和
复位、验证之路、其他介绍。本书对这些部分做了重点的探讨：Verilog编码风格、Verilog-2001的新特
性、简洁高效的编程、容易出错的语言元素、可配置设计、时钟生成、复位设计、验证方法等。另外
，本书还对SystemVerilog做了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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