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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编程器件EDA应用开发技术》从电子电路系统设计的角度出发，结合可编程器件技术的最新
发展现状，系统地介绍了可编程器件及其应用开发技术。
内容主要包括：可编程器件与电子设计自动化、Lattice公司的在系统可编程逻辑器件、VHDL硬件描述
语言、ABEL-HDL硬件描述语言、ispLEVER开发工具、数字电路系统设计、Lattice公司的在系统可编
程模拟器件、PAC-Designer开发工具和模拟电路系统设计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自动控制等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和参考书，也可作为电子、通信和自
动控制等领域中从事电子产品设计与开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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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美国Lattice公司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和模拟器件为例，详细介绍了可编程技术的发展现状、
各器件原理、ispLEVER和PAC-Designer开发工具以及应用实例等，给读者呈现出完整的在系统可编程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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