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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上FPCA开发——特权和你一起学NIOSⅡ》结合一款基于Altera公司Cyclone
II系列FPGA的开发板，从一些嵌入式开发的基本术语和概念人手，到手把手第一个工程的构建；再从
一个稳定的SOPC平台设计，到NIOS
II软件编程的入门；最后软硬件结合，像模像样地搭建了一些有实用价值的IT程。
本书内容可谓由浅人深，为在其他嵌入式平台上已有一定开发基础的NIOS
II初学者量身打造。
字里行间，不仅透露出一个年轻工程师对技术的执着和认真，而且很多诙谐幽默的文字和真实的感悟
伴随着知识也传递给读者，相信一定能够带给读者更多耳目一新的感觉。
本书配套DVD光盘，内含程序源码和20课时视频教程，方便读者学习。

《爱上FPCA开发——特权和你一起学NIOSⅡ》的主要读者对象为电子、计算机、控制及信息等相关
专业的在校学生，从事FPGA开发设计的电子工程师以及所有电子设计制作的爱好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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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片内存储器的最佳应用场合包括作为常见的缓存、点到点的缓存、查找表以及FIFO等。
缓存：由于其具有低反应延时，片内存储器在微处理器中作为缓存表现良好。
NIOSII处理器使用片内存储器作为引导和数据缓存。
因为缓存本身都相对较小，所以片内存储器有限的容量作为缓存通常不是一个问题。
点到点的缓存：低延时的存取也使得片内存储器适用于作为器件间的缓存，即点到点的缓存。
它是指处于正常的寻址空间，但与微处理器有专用接口的存储器。
这些存储器主要用来实现缓存存储器的高速、低反应延时特性。
查找表：针对某些软件编程功能，尤其是算法上的功能。
与在软件中进行计算相比，使用查找表储存所有可能的功能结果通常是最快的方法。
片内存储器在这方面表现良好，前提是片内存储器的可用容量能够容纳可能的功能结果。
FIFO：嵌入式系统经常需要管理从一个模块到另一个模块的数据流。
FIF0可以在以不同的高速运行着的模块间作为数据缓冲存储器。
根据应用程序所需FIFO的大小，片内存储器可以作为高速和便利的FIFO存储。
但片内存储器不适用于需要大容量存储的应用中。
因为片内存储器容量相对受限，所以应避免使用其储存大量的数据。
但是，有些工作可以更好地利用片内存储器完成。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多个小块数据。
并且不是所有的数据块都适合使用片内存储器，那么设计者应当仔细考虑某些应用可以使用片内存储
器。
如果用户的目标是系统的高速性能，那么可以将最经常存取的数据放在片内存储器中。
在系统中使用片内存储器需要遵从下面一些规则：①设置片内存储器的数据带宽与主控系统的数据带
宽相匹配。
例如，如果要连接片内存储器到NIOSII处理器的数据控制器上，需要设置片内存储器的数据带宽
为32bit，与NIOSII处理器的数据控制器的数据带宽相同；否则存取的延时将会大于一个时钟周期，这
是因为系统相互连接需要进行带宽转换。
当然了，如果系统中允许这种存取延时（即多次存取以完成一次总线带宽访问），那么不匹配带宽也
是没有问题的。
②如果片内存储器元件连接了多个主控制器，应考虑使用具有双通道的片内存储器。
双通道特性使得在两个主控制器连接到同一个片内存储器时无需设置判断逻辑。
另外，双通道存储器允许在两个接口同时进行存取，这样在两个主控制器连接到同一个片内存储器时
，可以极大地提升效率与性能。
然而，如果没有在主控制器间进行协调，那么两个RAM的从接口同时执行写入操作将会导致数据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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