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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己动手写CPU(含CD光盘1张)》使用Verilog HDL 设计实现了一款兼容MIPS32指令集架构的处理器
——OpenMIPS。OpenMIPS 处理器具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教学版和实践版。教学版的主要设计思想是
尽量简单，处理器的运行情况比较理想化，与教科书相似，便于使用其进行教学、学术研究和讨论，
也有助于学生理解课堂上讲授的知识。实践版的设计目标是能完成特定功能，发挥实际作用。
《自己动手写CPU(含CD光盘1张)》分为三篇。第一篇是理论篇，介绍了指令集架构、Verilog HDL的
相关知识。第二篇是基础篇，采用增量模型，实现了教学版OpenMIPS处理器。首先实现了仅能执行
一条指令的处理器，从这个最简单的情况出发，通过依次添加，实现逻辑操作指令、移位操作指令、
空指令、移动操作指令、算术操作指令、转移指令、加载存储指令、协处理器访问指令、异常相关指
令，最终实现了教学版OpenMIPS处理器。第三篇是进阶篇，通过为教学版OpenMIPS添加Wishbone总
线接口，从而实现了实践版OpenMIPS处理器，并与SDRAM控制器、GPIO模块、Flash控制器、UART
控制器、Wishbone总线互联矩阵等模块组成一个小型SOPC，然后下载到FPGA芯片以验证实现效果，
最后为实践版OpenMIPS处理器移植了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II。
《自己动手写CPU(含CD光盘1张)》适合计算机专业的学生、FPGA开发人员、处理器设计者、嵌入式
系统应用开发工程师、MIPS平台开发人员以及对处理器内部的实现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也可以作为高
等院校计算机原理、计算机体系结构等课程的实践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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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结构很好。直接从实现最简单的流水线开始，层层递进。代码清楚。
2、边看边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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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很喜欢这本书，讲解十分详细，比照着代码理解感觉事半功倍，非常感谢作者给我们带来的知识
盛宴，希望能彻底理解CPU的内部原理，努力ing⋯⋯撕掉处理器“高大上”的标签有助于深入理解计
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体系结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介绍一款处理器的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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