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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涵盖了有关使用ARM微处理器内核来进行开发和验证的SoC设计的重要信息。
运用具体的ARM SoC的例子来描述软件和硬件协同验证的概念，并提供了采甩ARM微处理器进行设计
的与协同验证相关的有用信息。
主要内容包括：嵌入式系统验证、软件和硬件设计过程、ARM体系结构的SoC协同验证课题、软件和
硬件协同验证、高级软件和硬件协同验证、硬件验证环境与协同验证以及ARM SoC设计方法举例。
　　主要面向的读者是开发软件和硬件SoC协同验证技术的工程师。
可作为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基于ARM嵌入式系统应用与开发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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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ason Arldrews现在是Verisity公司的一员，目前正在从事软件和硬件协同验证以及SoC设计的测试
平台方案领域的工作。
他实现了许多商业协同验证工具以及很多自定义的协同验证解决方案。
他在Verisity、Axis System、Simpod、StJmmit Design以及SimLJlation Tecrmologies公司所从事的软件开发
和产品管理工作使他在EDA和嵌入式市场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曾经在嵌入式系统委员会（Embedded Systems Confererlce）、通信设计委员会（CommurlicatiorI
Design Conference）以及IP／SoC上发表过论文和教学课程，并撰写了大量有关软件和硬件协同验证、
设计验证的文章。
他在Citadel（Charleston，SC）大学拥有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在Mirmesota大学拥有电子工程学硕士
学位。
他现在与他的妻子Deborah和四个孩子住在Minneapolis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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