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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系统仿真时，利用时间类型数据表示信号延时，可以使模型更接近系统的运行环
境。
 10）错误等级 错误等级（SeVerity LeVel）类型数据用来表征系统的状态，它共有4种：NOTE（注意）
、WARNING（警止）、ERROR（／tl错）、FAILURE（失败）。
在系统仿真过程中可以用这4种状态来提示系统当前的工作情况。
这样可以使操作人员随时了解当前系统工作的情况，并根据系统的不同状态采取相应的对策。
 11）综合器不支持的数据类型 下面列举的这些数据类型虽然仿真器支持，但是综合器是不支持的。
 物理类型。
综合器不支持物理类型的数据，如具有量纲型的数据，包括时间类型。
 这些类型只能用于仿真过程。
 浮点型。
如REAL型。
 Aceess型。
综合器不支持存取型结构，因为不存在这样对应的硬件结构。
 File型。
综合器不支持磁盘文件型，硬件对应的文件仅为RAM和ROM。
 2.IEEE预定义标准逻辑位与矢量 在IEEE库的程序包STD—LOGIC—1164中，定义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数
据类型，即标准逻辑位（STD—LOGIC）数据类型和标准逻辑位矢量（STD—LOGIC—VECTOR）数
据类型。
 1）标准逻辑位数据类型 以下是定义在IEEE库程序包STD—LOGIC—1164中的STD_LOGIC数据类型：
TYPE STD_LOGIC Is（‘U’，‘x’，‘0’，‘1’，‘Z’，‘w’，‘L’，‘H’，‘—’）； 
各值的含义是： ‘U’——未初始化的，‘X’——强未知的，‘0’——强0，‘1’——强1，‘2’
——高阻态，‘W’——弱未知的，‘L’——弱0，‘H’——弱1，‘—’——忽略。
 由定义可见，STD—LOGIC是标准的BIT数据类型的扩展，共定义了9种值，这意味着，对于定义为数
据类型是标准逻辑位STD—LOGIC的数据对象，其可能的取值已非传统的BIT那样只有0和1两种取值，
而是如上定义的那样有9种可能的取值。
目前在设计中一般只使用IEEE的STD—LOGIC标准逻辑的位数据类型，BIT型则很少使用。
 由于标准逻辑位数据类型的多值性，在编程时应当特别注意。
因为在条件语句中，如果未考虑到STD—LOGIC的所有可能的取值情况，综合器可能会插入不希望的
锁存器。
 在程序中使用此数据类型前，需加入下面的语句：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LOGIC
—1164.ALL； 程序包STD—LOGIC—1164中还定义了STD—LOGIC型逻辑运算符AND、NAND、OR
、NOR、XOR和NOT的重载函数及多个转换函数用于不同数据类型间的相互转换。
 在仿真和综合中，STD_LOGIC值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设计者精确模拟一些未知和高阻态的线路
情况。
对于综合器、高阻态和“—”忽略态可用于三态的描述。
但就综合而言，STD—LOGIC型数据能够在数字器件中实现的只有其中的4种值，即“—”、“0”、
“1”和“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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