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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FPGA权威指南》是目前最实用的FPGA类图书的精华集粹，全书共12章，内容涵盖FPGA设计基础知
识以及FPGA设计全流程。《FPGA权威指南》重点突出，实用性强，所列实例均经过验证。
《FPGA权威指南》适合电子工程师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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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载入加密比特流的命令／过程会自动禁用FPGA的回读能力。这就意味着，在开发期
间你一般使用未加密配置数据（此时需要回读），当你开始制造产品时才用加密数据（你可以在任何
时候载入未加密的比特流，所以能够很容易地载入测试配置，然后重新载入加密版本）。这个方案的
主要缺点是，在电路板上你需要一组备用电池，当系统断电时它们保持FPGA中的密钥寄存器的内容
。这个电池的生命周期很长，可以达到数年甚至数十年，因为它仅仅需要为器件里一个简单的寄存器
供电，但是它确实增加了电路板的尺寸、重量、复杂性和成本。1.3.3 基于反熔丝的器件不同于在系统
中被编程的基于SRAM的器件，基于反熔丝的器件需要使用专门的编程器进行离线编程。基于反熔丝
器件的支持者为其多种多样（确实有一定价值）的优点自豪。首先，这些器件是非易失性的（它们的
配置数据在系统断电时仍能保持），这意味着它们在系统上电时可以立刻使用。由于它们的非易失性
，这些器件不需要外部的存储芯片来存放配置数据，这样就节约了额外部件的成本，也节省了电路板
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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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FPGA权威指南》囊括了硬件工程师必知必会的FPGA设计与开发的知识与方法。编著者从Newnes出
版社的优秀FPGA类图书中精选出FPGA设计最佳内容，集结成《FPGA权威指南》。这些内容的选择标
准是能禁受住时间的考验，以及与当代FPGA设计问题的关联程度高。《FPGA权威指南》涵盖了从设
计基础到最优化的开发技术等FPGA相关主题。除了具体讲解设计技术和实践外，还讨论了各种解
决FPGA设计问题的方法，以及如何用理论指导设计实践。《FPGA权威指南》主要内容包括：VHDL
设计：存储器建模：集成处理器：实施DSP功能；嵌入式媒体处理。《FPGA权威指南》内容全面、重
点突出、实用性强，既可供电子电气类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又可作为电子电气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
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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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过没我想的那么有深度
2、内容多，但不够详细，都是点到为止。
3、FPGA普及用书，入门非常适合。价格偏贵。
4、都是引用别的书
5、刚到就看了前几章，讲的很清楚，内容很好...
6、刚收到，印刷不错。
7、如果你看过一个芯片的PDF资料，你就会发现这个作者写的东西都是比较关键的点。比较值得借鉴
。如果是入门你就不要看了。看了也吸收的东西有限。
8、对加深FPGA理解有较大帮助
9、书有点薄，但内容充实
10、还没看呢······
11、编写内容不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不适合初学者。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并在这些内容方面有一定的
基础才能看下去。
12、好书，值得买。内容比较实用，原理清晰
13、很不错的一本书，其实蛮薄的。
14、很好，值得拥有，是FPGA的学习好书
15、本书是基于VHDL语言编写的。需要一些相关的基础，要不然后面例子不容易看懂。总的来说不
错的书。讲解一了些FPGA的知识。和一些在FPGA上写程序时要注意的问题。
16、比较理论，不太能懂啊
17、讲的比较浅，而且是VHDL
18、书的纸张很差，怀疑是盗版啊。亚马逊都卖盗版货！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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