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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FPGA技术的一般概念及其发展历程，透彻分析了嵌入式系统的概念，着重介绍了
目前炙手可热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及其在电子工程领域中正被日益广泛应用的SOPC（片上可编程系统
）解决方案及其技术。
　　本书内容包括：FPGA与嵌入式系统的一般概念；主流硬件描述语言 VerilogHDL和VHDL的介绍
；FPGA主要设计流程中各个环节中最优秀的工具使用向导；从原理上设计一个RISC CPU；着重介
绍SOPC技术中的最流行的两个嵌入式CPU软核NIOS和NIOS II的设计向导，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操作
系统的移植和系统的编程和配置技术；深入地剖析了往往被广大设计者所忽略的 FPGA嵌入式系统设
计的同步设计问题，并且以两个非常典型的实例进行说明；同时也对PicoBlaze处理器IP核的开发与应
用进行了介绍。
　　本书立足于实践，可以作为电子类各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电子类相关领域工
程技术人员以及电子工程类各专业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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