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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路EDA设计》

内容概要

《数字电路EDA设计(第2版)》以提高高校学生的数字电子系统工程设计能力为宗旨，对EDA技术基本
知识、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原理、硬件描述语言及其编程方法和数字电路EDA设计方法作了系统介绍。
《数字电路EDA设计(第2版)》的特点是语言精练，实例丰富，深入浅出，注重实用，适合广大高职院
校学生的特点和教学改革方向。《数字电路EDA设计(第2版)》共分6章，第1章为绪论，介绍EDA技术
的基本知识；第2章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两类芯片，即Altera公司和Xilinx公司的典型芯片为例，介
绍了CPLD与FPGA的基本原理；第3章介绍数字电路EDA开发工具，包含目前业界常用的工具软
件ModelSim与QuartusⅡ的使用，以及二者联合使用的方法；第4章介绍了VHDL基本语法，并以具体
实例解析VHDL的编程思想。第5章介绍基本逻辑电路的EDA实现方法，从语言编程、软件仿真、硬件
验证三大步骤，对各类基本逻辑电路的EDA实现方法作了详细的阐述；第6章是典型数字系统设计，
通过丰富实用的典型案例介绍多种数字系统的设计方法。
《数字电路EDA设计(第2版)》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电子类、通信类、电气类、计算机技术类等工科专
业学生的数字逻辑电路、VHDL程序设计、EDA技术等相关课程的教材或相应实验课程的指导书，也
可供从事数字电子系统设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数字电路EDA设计(第2版)》配有电子教案，有需要者可登录出版社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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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正弦信号的产生由于正弦波形式简单，便于产生与接收，所以大多数数字通信系统
都选择正弦信号作为载波。本实例的受调载波即采用正弦信号。用数字电路和DAC变换器可以产生要
求的模拟信号。根据抽样定理可知，当用模拟信号最大频率两倍以上的速率对该模拟信号采样时，便
可将原模拟信号不失真地恢复出来。本例要求得到的是两个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实验中对正弦波每
个周期采样100个点，即采样速率为原正弦信号频率的100倍，因此完全可以在接收端将原正弦信号不
失真地恢复出来，从而可以在接收端对FSK信号正确地解调。经D／A转换后，可以在示波器上观察到
比较理想的波形。本实验中每个采样点采用8位量化编码，即8位分辨率。采样点的个数与分辨率的大
小主要取决于CPLD／FPGA器件的容量，其中分辨率的高低还与DAC的位数有关。实验表明，采用8
位分辨率和每周期100个采样点可以满足一般的实验要求。具体的正弦信号产生器可以用状态机来实现
。按前面的设计思路，本实现方案共需100个状态，每个状态输出一个正弦周期中某个时刻的正弦值。
状态机共有8位输出（DACdata7至DACdatapo），经DAC变换为模拟信号输出。为得到一个纯正弦波
形，应在DAC的输出端加上一个低通滤波器，由于本例仅观察FSK信号，因此省去了低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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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电路EDA设计(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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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相当实用，照着它练感觉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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