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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第一阶段：PLD诞生及简单PLD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熔丝编程的可编程式
只读存储器（Pm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PROM）和可编程逻辑阵列（Programmable Logic Array
，PLA）的出现，标志着PLD的诞生。
可编程逻辑器件最早是根据数字电子系统组成基本单元——门电路町编程来实现的，任何组合电路都
可用与门和或门组成，时序电路可用组合电路加上存储单元来实现。
早期PLD就是用可编程的与阵列和可编程的或阵列组成的。
 PROM是采用固定的与阵列和可编程的或阵列组成的PLD，南于输入变量的增加会引起存储容量的急
剧上升，只能用于简单组合电路的编程。
PLA是由可编程的与阵列和可编程的或阵列组成的，克服了PROM随着输入变量的增加规模迅速增加
的问题，利用率高，但由于与阵列和或阵列都可编程，软件算法复杂，编程后器件运行速度慢，只能
在小规模逻辑电路上应用。
现在这两种器件在EDA上已不再采用，但PROM作为存储器，PLA作为全定制ASIC设计技术，还在应
用。
 20世纪70年代末，AMD公司对PLA进行了改进，推出了PAL（Programmable ArrayLogic）器件，PAL
与PLA相似，也由与阵列和或阵列组成，但在编程接点上与PAL不同，而与PROM相似，或阵列是固定
的，只有与阵列可编程。
或阵列固定与阵列可编程结构，简化了编程算法，运行速度也提高了，适用于中小规模可编程电路。
但PAL为适应不同应用的需要，输出I／O结构也要跟着变化，输出I／O结构很多，而一种输出I／O结
构方式就有一种PAL器件，给生产、使用带来不便。
且PAL器件一般采用熔丝工艺生产，一次可编程，修改电路需要更换整个PAL器件，成本太高。
现在，PAL已被GAL所取代。
 以上可编程逻辑器件，都是乘积项可编程结构，都只解决了组合逻辑电路的可编程问题，对于时序电
路，需要另外加上锁存器、触发器来构成，如PAL加上输出寄存器，就可实现时序电路可编程。
 （2）第二阶段：乘积项可编程结构PLD发展与成熟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Lattice（莱迪思）公司开始
研究一种新的乘积项可编程结构PLD。
1985年，推出了一种在PAL基础上改进的GAL（Generic Array Logic）器件。
GAL器件首次在PLD上采用EEPROM工艺，能够电擦除重复编程，使得修改电路不需更换硬件，可以
灵活方便地应用，乃至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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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电气信息类规划教材:EDA技术与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类、通信信息类、自动化
类、计算机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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