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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EDA技术的单周期CPU设计与实现：计算机组成原理实践》借鉴国内外最新的计算机组成
实践的教学方法，结合作者多年指导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课的教学经验，并引用目前市面上主流
的MIPS指令集，翔实、具体地讲解了计算机各个组成部件的设计原理和典型指令的执行过程。
　　全书首先介绍了EDA技术、Quartus II软件以及VHDL的使用方法；然后讲解了MIPS体系结构中比
较典型的指令，并使用Quartus II软件，通过原理图以及VHDL语言，设计出计算机组成的各个部件；
最终形成了一个能执行MIPS指令集指令程序的计算机主机系统。
书中的所有部件及CPU逻辑电路都能进行正确的功能仿真模拟及FPGA下载验证。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实验及课程设计教材，也可供计
算机硬件开发人员、电子技术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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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种语句结构的基本组成和功能分别如下。
 块语句是由一系列并行执行语句构成的组合体，它的功能是将结构体中的并行语句组成一个或多个子
模块。
 进程语句定义顺序语句模块，用以将从外部获得的信号值，或内部的运算数据向其他的信号进行赋值
。
 信号赋值语句将设计实体内的处理结果向定义的信号或界面端口进行赋值。
 子程序调用语句用以调用过程或函数，并将获得的结果赋值于信号。
 元件例化语句对其他的设计实体作元件调用说明，并将此元件的端口与其他的元件、信号或高层次实
体的界面端口进行连接。
 3.进程（PROCESS） PROCESS概念产生于软件语言。
在VHDL中，PROCESS结构是最具特色的语句，它的运行方式与软件语言中的PROCESS完全不同，这
是读者需要特别注意的。
 PROCESS语句结构包含了一个代表着设计实体中部分逻辑行为的、独立的顺序语句描述的进程。
与并行语句的同时执行方式不同，顺序语句可以根据设计者的要求，利用顺序可控的语句，完成逐条
执行的功能。
顺序语句与C等软件编程语言中的语句功能相类似，即语句运行的顺序和程序语句书写的顺序相一致
。
一个结构体中可以有多个并行运行的进程结构，而每一个进程的内部结构却是由一系列顺序语句构成
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VHDL中，所谓“顺序”仅仅是指语句要按顺序依次执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PROCESS语句结构所对应的硬件逻辑行为也具有相同的顺序性。
PROCESS结构中的顺序语句及其所谓的“顺序执行过程”只是针对计算机中的软件行为仿真模拟过程
而言的，这个过程与硬件结构实现中对应的逻辑行为是不相同的。
PROCESS结构中既可以有时序逻辑的描述，也可以有组合逻辑的描述，它们都可以用顺序语句来表达
。
然而，硬件中的组合逻辑具有最典型的并行逻辑功能，而硬件中的时序逻辑也并非都是以顺序方式工
作的。
 （1）PROCESS语句格式 PROCESS语句的表达格式如下： [进程标号]PROCESS[（敏感信号参数表
）][IS] [进程说明部分】 BEGIN 顺序描述语句 END PROCESS[进程标号]； 每一个PROCESS语句结构
可以赋予一个进程标号，但这个标号不是必需的。
进程说明部分定义了该进程所需的局部数据环境。
 顺序描述语句部分是一段顺序执行的语句，用来描述该进程的行为。
PROCESS中规定了每个进程语句在它的某个敏感信号（由敏感信号参量表列出）的值改变时必须立即
完成某一功能行为，这个行为由进程语句中的顺序语句定义，行为的结果可以赋给信号，并通过信号
被其他的PROCESS读取或赋值。
当进程中定义的任一敏感信号发生更新时，由顺序语句定义的行为就要重复执行一次；当进程中最后
一个语句执行完毕后，执行过程将返回到进程的第一个语句，以等待下一次敏感信号变化。
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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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计算机类规划教材:基于EDA技术的单周期CPU设计与实现:计算机组成原理实践》既可作
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实验及课程设计教材，也可供计算机硬件开发人
员、电子技术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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