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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数字逻辑设计、VHDL描述以及使用CAD工具三者相结合，不仅帮助读者掌握数字逻辑的设计
原理，还帮助读者掌握先进的设计工具，从而能高效地完成一个设计。
    本书附有一张光盘，其中包含Altera公司的CAD工具MAX+plusⅡ(学生版)。
该软件工具可以把一个用VHDL描述的设计自动映射到可编程器件，即大容量可编程器件(CPLD)或现
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
学生们可以亲手使用MAX+plusⅡ对本书中VHDL实例以及家庭作业做实验。
MAX+plus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商业化工具，已经在工业界赢得良好声誉。
它提供一个成熟的、对用户友好的程序包，工程师们用它进行设计、模拟、测试并最终实现逻辑电路
。
    VHDL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本书没有对其做全面介绍，而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引导学习。
为了便于学生学习MAX+plusⅡ，本书附有3个不同程度的使用指南。
    本书适合作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等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集成电路设计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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