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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①可以作为那些以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为硬件开发平台的工程师、学生和研究开发
人员的桌面常备参考书。
这本书是仿照Numerical Recipe系列丛书的风格编写的，这一系列书每本分别针对不同的编程语言，但
目的不是教语言本身，而是教一些必要的方法与技巧，以使应用程序能够工作。
本书的基本出发点与此类似，目的是提供一些方法和理解，以使读者能够开发出实际可用的、能够正
确运行于FPGA上的VHDL程序。
　　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这本书并不是VHDL的语言参考手册。
其实，这类手册已经出版了许多，我在书中推荐了一些。
这本书有意写成一本VHDL4设计参考书，可以看作是对传统VHDL教材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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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FPGA工程师量身定制的设计参考指南，不仅介绍了FPGA基本概念，还介绍了设计逻辑和技
巧，使读者能够开发出实际高效的代码。
　　本书适用于电子工程师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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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人员在进行定制化电子设计时，对于硬件平台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例如嵌入式处理器、专用
集成电路（ASIC）、可编程微处理器（P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以及可编程逻辑器件
（PLD）。
最终选择哪种技术应该主要取决于设计需求，而不是个人对于某种技术的偏好。
　　例如，如果某个设计需要一种可编程器件，以便于设计的多次变更，同时算法中又包含了一些乘
法和循环这样的复杂操作，那么选择某种专门的信号处理设备（女IIDSP）就更有意义，因为可以很容
易地用c或者其他高级语言进行编程。
如果速度要求不是特别严格，而且需要一个小而便宜的硬件平台，那么通用微处理器（如PIC）将是
理想的选择。
最后，如果要求硬件具有较高的性能，例如工作在数百兆赫兹，那么FPGA将是恰当的选择，因
为FPGA不但有较高的性能，同时又具备可编程逻辑的灵活性和可重用性。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硬件设计中的优化等级。
例如，用C语言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然后对PIc进行编程，其性能可能很有限，因为处理器无法对关
键函数进行并行操作。
而这在FPGA中却可以用并行化和流水线方式很容易地实现，其处理能力要比PIC高得多。
　　选择硬件平台的一般原则是：先确定设计需求和硬件选项，然后在考虑这些的基础之上选择一个
合适的平台。
　　例如，如果设计需要一个能达到100MHz的时钟，那么FPGA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时钟速率仅有3~4MHz，选择FPGA显然会使成本过高。
　　如果设计中需要一个灵活的处理器，尽管今天的.FPGA已经支持嵌入式处理器，但是用DSP或
者PIC却显得更可取。
如果设计中需要专门的硬件功能，很明显FPGA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如果设计中需要如乘法和加法等特殊的硬件功能，那么DSP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进行定
制化硬件设计，FPGA更加适合。
　　如果设计需要一些简单而且非常小的硬件模块，PLD或者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可能是最
好的（简单而小巧的可编程逻辑）。
不过如果设计中有乘法操作，或者有复杂的控制器和特殊的硬件功能，FPGA则是最合适的。
　　做出这种决定还与相关硬件的复杂度有关。
例如，VGA控制器或许需要一个FPGA而不是PLD器件，主要是由于硬件的复杂度。
另一个有关的因素是灵活性和可编程性。
如果使用了FPGA，并且其中的资源没有被用完（如使用了60％），那么若通信协议改变了，或者更新
了，FPGA在将来还有足够的空间支持多次的变更或升级。
　　通过这些简单的指导，就可以对最好的平台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且基于这些假设可以选择好具体
的器件。
大多数综合软件包都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用户在最终选定硬件前可以测试多种设计平台的性能和利
用率（如PLD和FPG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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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于电路设计工程师和高校电气工程专业的师生来说，阅读《FPGA设计实战》是快速入门并成
为设计高手的一条捷径。
　　FPGA技术成本低、使用灵活，已经成为应用广泛的电路设计解决方案，应用范围遍及消费电子
、汽车电子、通信和工业控制等领域。
　　《FPGA设计实战》是一部实例丰富的实战宝典，涵盖了电路设计的完整流程，从FPGA基础知识
入手，不但介绍了“FPGA做什么”，更详细解读了“用FPGA怎么做”。
作者首先简洁而全面地概述了FPGA9口标准设计流程的基础知识，然后详细阐述了两个典型的综合实
例——高速视频监视系统和嵌入式处理器，并且给出了具体的代码框架，为设计者点明实际应用中的
关键点和设计精髓。
接下来，《FPGA设计实战》针对电路设计中几个最常见的关键任务，如串行通信、数字滤波器、安
全系统、存储器建模等，给出了可以直接应用于实际项目的代码示例。
书的最后介绍了综合和行为建模等设计后期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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