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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技术及其应用》

前言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电子系统的设计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于EDA技术的设计
方法正在成为电子系统设计的主流，EDA技术已成为许多高职高专院校电类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
重要技术。　　本书本着“理论够用、突出应用”的宗旨，是专为高职高专学校培养“技术能手”型
学生编写的。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总结了几年来不同院校、不同专业EDA技术课程的教学经验，力求
在内容、结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方面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与同类书相比，本书具有以下
特点：　　（1）教、学、做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融于一体。　　EDA技术及其应用是一门应用性
很强的课程，我们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一直采用教、学、做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效果良好.这种经验
充分体现在本书内容的编排上，在章节的安排上，将理论与实验融于一体。书中每个章节从最基本的
应用实例出发，由实际问题人手引出相关知识和理论。此外，本书还在各个章节安排了针对性较强的
实验与实践项目，保证理论与实践教学同步进行。　　（2）理论够用为度，着眼于应用。　　考虑
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本书在编写时按照贴近目标，保证基础，面向更新，联系实际，突出应用，
以“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突出重点，注重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书中对EDA技术的基本理论、EDA工具QuartusII的使用方法、VHDL知识、FPCA开发技术等内容进行
了必要的阐述，没有安排一些烦琐的器件工作原理分析等内容。同时，本书十分注重EDA技术在实际
中的应用，列举了大量应用实例，介绍利用CPLD／FPGA器件设计制作数字系统的步骤和方法，使学
生能借助基本内容，举一反三，灵活应用。　　例如，本书对DDS（直接数字综合器）原理的介绍以
及与之相关的数字信号发生器EDA设计技术的介绍和实验安排的内容，恰好与今年全国高职高专电子
设计竞赛第H题（信号发生器）的设计要求相吻合！同时也说明了EDA技术在高职高专教学中的重要
性。　　（3）内容安排合理，注重速成。　　一般来说，EDA技术的学习难点在于VHDL，语言，对
此，本书基于高职教育的特点，在内容安排上放弃流行的计算机语言的教学模式，而以电子线路设计
为基点，从实例的介绍中引出VHDL语句语法内容，通过一些简单、直观、典型的实例，将VHDL中
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解释清楚，使学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把握VHDL，的主干内容，而不必
花大量的时间去“系统地”学习语法。　　本书可以作为高职高专与成人教育电类相关专业EDA技术
课程教材。全书共6章。第工章简要介绍EDA技术和硬件描述语言的基本知识、EDA技术和VHDL的设
计流程以及CPLD／FPGA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第2章通过一个简单电路器件灼功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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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技术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EDA技术及其应用》采用教、学、做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提高实际工程应用能力为目的，通过实
例引入，深入浅出地介绍EDA技术、VHDL硬件描述语言、FPGA开发应用及相关知识，并给出了丰富
的EDA设计实例，使读者通过《EDA技术及其应用》的学习并完成推荐的实验后，能初步了解和掌
握EDA的基本内容及实用技术。
全书内容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EDA的基本知识、常用的EDA基本工具使用方法和目标器件
的结构原理；第二部分通过实例，以向导的形式介绍了三种不同的设计输入方法；第三部分对VHDL
，的设计做了介绍；第四部分详细讲述了基于EDA技术的典型的设计项目。各章都安排了相应的习题
和有较强针对性的实验、设计实践要求。书中给出的绝大部分VHDL设计实例和实验示例都在EDA实
验系统上通过了硬件测试。
为了方便本课程的授课和实践指导，《EDA技术及其应用》配有与各章节内容完全对应的CAI教学课
件。
《EDA技术及其应用》实用性强，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子工程、通信、工业自动化、计算机应用技
术、仪器仪表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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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48EDA系统实验信号名与芯片引脚对照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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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yclone系列器件是Altera公司的一款低成本、高性价比的FPGA，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在FPGA器
件中具有典型性，下面以此类器件为例，介绍FPGA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Cyclone器件主要由逻辑
阵列块LAB、嵌入式存储器块、I／O单元和PLL等模块构成，在各个模块之间存在着丰富的互连线和
时钟网络。　　Cyclone器件的可编程资源主要来自逻辑阵列块LAB，而每个LAB都由多个逻辑宏单
元LE（Logic Element）来构成。LE即是Cyclone FPGA器件的最基本的可编程单元，是表达：FPGA硬件
逻辑资源的基本单元。图1－15显示了Cyclone FPGA的LE的内部结构。　　观察图1－15可以发现，LE
主要由一个4输入的查找表LUT、进位链逻辑和一个可编程的寄存器构成。4输入的LUT可以完成所有
的4输人工输出的组合逻辑功能，进位链逻辑带有进位选择，可以灵活地构成工位加法或者减法逻辑
，并可以切换。每一个LE的输出都可以连接到局部布线、行列、LUT链、寄存器链等布线资源。　　
每个LE中的可编程寄存器可以被配置成D触发器、T触发器、JK触发器和SR寄存器模式。每个可编程
寄存器具有数据、异步数据装载、时钟、时钟使能、清零和异步置位／复位输入信号。LE中的时钟、
时钟使能选择逻辑可以灵活配置寄存器的时钟以及时钟使能信号。在一些只需要组合电路的应用中，
对于组合逻辑的实现，可将该触发器旁路，LUT的输出可作为LE的输出。　　LE有三个输出驱动内部
互连，一个驱动局部互连，另两个驱动行或列的互连资源，LUT和寄存器的输出可以单独控制。可以
实现在一个LE中，LUT驱动一个输出，而寄存器驱动另一个输出。因而在一个LE中的触发器和LUT能
够用来完成不相关的功能，因此能够提高LE的资源利用率。　　除上述的三个输出外，在一个逻辑阵
列块中的LE，还可以通过LUT链和寄存器链进行互连。在同一个LAB中的LE通过LUT链级联在一起，
可以实现宽输入（输人多于四个）的逻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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