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出版者的话专家指导委员会译者序英文版序言致谢第1章  引言
	  1.1  设计表示
	  1.2  抽象级别
	  1.3  当前的设计方法学
	  1.4  系统级方法学
	  1.5  系统描述和设计
	第2章  模型与体系结构
	  2.1  引言
	  2.2  模型分类
	  2.3  面向状态的模型
	  2.3.1  有限状态机
	  2.3.2  Petri网
	  2.3.3  层次化并发有限状态机
	  2.4  面向活动的模型
	    2.4.1  数据流图
	    2.4.2  流程图
	  2.5  面向结构的模型
	  2.6  面向数据的模型
	    2.6.1  实体-关系图
	    2.6.2  Jackson图
	  2.7  异构模型
	    2.7.1  控制／数据流图
	    2.7.2　结构图
	    2.7.3　程序设计语言模式
	    2.7.4  面向对象的模型
	    2.7.5  程序状态机
	    2.7.6  队列模型
	2.8  体系结构分类
	 2.9  专用体系结构
	    2.9.1  控制器体系结构
	    2.9.2  数据通路体系结构
	    2.9.3  带数据通路的有限状态机
	  2.10  处理器
	    2.10.1  复杂指令集计算机
	    2.10.2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
	    2.10.3  向量机
	    2.10.4  超长指令字计算机
	  2.11  并行处理器
	  2.12  结论
	  2.13  练习
	第3章  系统描述语言
	  3.1  引言
	  3.2  概念模型的特性
	    3.2.1  并发性
	    3.2.2  状态迁移
	    3.2.3  层次化
	    3.2.4  程序结构
	    3.2.5  行为完成
	    3.2.6  通信
	    3.2.7  同步
	    3.2.8  异常处理
	    3.2.9  非确定性
	    3.2.10  时序
	  3.3  嵌入式系统的描述要求
	  3.4  描述语言综述
	    3.4.1  VHDL
	    3.4.2  Verilog
	    3.4.3  HardwareC
	    3.4.4  CSP
	    3.4.5  Statecharts
	    3.4.6  Argos
	    3.4.7  SDL
	    3.4.8  Silage
	    3.4.9  Esterel
	 3.5  SpecCharts
	    3.5.1  语言描述
	    3.5.2  用SpecCharts描述嵌入式系统
	    3.5.3  等价图形化表示
	    3.5.4  语言的可扩展性
	  3.6  结论和发展方向
	  3.7  练习
	第4章  系统描述举例
	  4.1  引言
	  4.2  电话应答机
	  4.3  用SpecCharts进行系统描述
	  4.4  测试用例举例
	  4.5  可执行系统描述的优点
	  4.6  PSM模型的优势
	  4.6.1  层次性
	  4.6.2  状态迁移
	  4.6.3  程序设计结构
	  4.6.4  并行性
	  4.6.5  异常处理
	  4.6.6  完成
	  4.6.7  状态分解和编码的等价性
	  4.7  实验
	    4.7.1  系统描述的获取比较
	    4.7.2  系统描述的理解比较
	    4.7.3  系统描述的量化比较
	    4.7.4  设计质量比较
	 4.8  结论
	 4.9  练习
	第5章  转换成VHDL
	  5.1  引言
	  5.2  状态迁移
	  5.3  消息传递通信
	    5.3.1  阻塞式消息传递
	    5.3.2  非阻塞式消息传递
	  5.4  并发
	    5.4.1  数据流
	    5.4.2  分叉
	  5.5  异常处理
	  5.6  从程序状态机到任务
	  5.6.1  概述
	  5.6.2  算法
	  5.6.3  时间调整
	  5.6.4  综合
	  5.7  结论和发展方向
	  5.8  练习
	第6章  系统划分
	  6.1  引言
	  6.2  结构划分和功能划分
	    6.2.1  结构划分
	    6.2.2  功能划分
	  6.3  划分中的问题
	    6.3.1  系统描述抽象级别
	    6.3.2  粒度
	    6.3.3  系统组件的分配
	    6.3.4  度量和评估
	    6.3.5  目标函数和接近函数
	    6.3.6  划分算法
	    6.3.7  输出
	    6.3.8  控制流程和设计者的参与
	    6.3.9  典型系统配置
	 6.4  基本划分算法
	  6.4.1  随机映射
	  6.4.2  层次化结群
	  6.4.3  多级结群
	  6.4.4  成组移动
	  6.4.5  比率切割
	  6.4.6  模拟退火
	  6.4.7  遗传进化
	  6.4.8  整数线性规划
	 6.5  硬件功能划分
	    6.5.1  Yorktown硅编译器
	    6.5.2  BUD
	    6.5.3  Aparty
	    6.5.4  其他技术
	  6.6  软硬件划分算法
	    6.6.1  贪心算法
	    6.6.2  爬山算法
	    6.6.3  二分约束搜索算法
	  6.7  系统功能划分
	    6.7.1  Vulcan
	    6.7.2  Cosyma
	    6.7.3  SpecSyn
	    6.7.4  其他技术
	 6.8  折中的探索
	 6.9  结论和发展方向
	 6.10  练习
	第7章  设计质量评估
	  7.1  引言
	    7.1.1  精确性与速度
	    7.1.2  评估的保真度
	  7.2  质量度量
	    7.2.1  硬件成本度量
	    7.2.2  软件成本度量
	    7.2.3  性能度量
	    7.2.4  其他度量
	 7.3  硬件评估
	    7.3.1  硬件评估模型
	    7.3.2  时钟周期评估
	    7.3.3  控制步评估
	    7.3.4  执行时间评估
	    7.3.5  通信速率评估
	    7.3.6  面积评估
	    7.3.7  引脚评估
	  7.4  软件评估
	    7.4.1  软件评估模型
	    7.4.2  程序执行时间
	    7.4.3  程序存储大小
	    7.4.4  数据存储大小
	  7.5  系统级工具的评估技术
	    7.5.1  BUD
	    7.5.2  Aparty
	    7.5.3  Vulcan
	    7.5.4  SpecSyn
	  7.6  结论和发展方向
	  7.7  练习
	第8章  设计描述细化
	  8.1  引言
	  8.2  细化变量群组
	  8.2.1  变量折叠
	  8.2.2  存储地址转换
	  8.3  通道细化
	    8.3.1  通道和总线的表征
	    8.3.2  问题的定义
	    8.3.3  总线生成
	    8.3.4  协议生成
	  8.4  解决访问冲突
	    8.4.1  仲裁模型
	    8.4.2  仲裁方案
	    8.4.3  仲裁器生成
	  8.5  细化不兼容接口
	    8.5.1  问题的定义
	    8.5.2  通信协议描述
	    8.5.3  接口进程生成
	    8.5.4  协议兼容的其他方法
	  8.6  细化软件／硬件接口
	    8.6.1  目标体系结构
	    8.6.2  变量分配
	    8.6.3  接口生成
	    8.6.4  数据访问细化
	    8.6.5  控制访问细化
	 8.7  结论和发展方向
	 8.8  练习
	第9章  系统设计方法学
	  9.1  引言
	  9.2  基本概念
	  9.3  设计方法学举例
	    9.3.1  当前的惯例
	  9.3.2  系统级方法学
	9.4  通用综合系统
	  9.4.1  系统综合
	  9.4.2  ASIC综合
	  9.4.3  逻辑综合和时序综合
	  9.4.4  物理设计
	  9.4.5  软件综合
	  9.4.6  系统数据库
	  9.5  系统设计的概念化环境
	  9.6  结论和发展方向
	  9.7  练习
	附录A  应答机的自然语言描述
	附录B  应答机的SpecCharts描述
	参考文献
	术语解释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