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章 
LPM宏模块用法



6.1  调用计数器宏模块示例

6.1.1  计数器LPM模块文本代码的调用

（1）打开LPM宏功能块调用管理器。

图6-1  定制新的宏功能块



6.1  调用计数器宏模块示例

6.1.1  计数器LPM模块文本代码的调用

（1）打开LPM宏功能块调用管理器。

图6-2  LPM宏功能块设定



6.1  调用计数器宏模块示例

6.1.1  计数器LPM模块文本代码的调用

（2）单击Next按钮后打开如 图6-3所示的对话框

图6-3  设4位可加减计数器



6.1  调用计数器宏模块示例

6.1.1  计数器LPM模块文本代码的调用

（3）再单击Next按钮，打开如图6-4所示的对话框

图6-4  设定计数器，含时钟使能和进位输出



6.1  调用计数器宏模块示例

6.1.1  计数器LPM模块文本代码的调用

（4）再单击Next按钮，打开如图6-5所示的对话框

图6-5  加入4位并行数据预置功能



6.1  计数器LPM宏模块调用 
6.1.2  LPM计数器代码与参数传递语句应用



6.1  调用计数器宏模块示例

6.1.2  LPM计数器代码与参数传递语句应用



6.1  调用计数器宏模块示例

6.1.3  创建工程与仿真测试

图6-6  CNT4BIT.v的仿真波形



6.2 利用属性控制乘法器构建的示例



6.2 利用属性控制乘法器构建的示例

图6-7  完全用逻辑宏单元构建乘法器的编译报告



6.2 利用属性控制乘法器构建的示例

图6-8  调用了DSP模块的编译报告



6.2 利用属性控制乘法器构建的示例

图6-9  选择DSP Block Balancing为DSP blocks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1  初始化文件及其生成 

1．.mif格式文件 

（1）直接编辑法。

（2）文件直接编辑法。

（3）高级语言生成。

（4）专用.mif文件生成器。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1  初始化文件及其生成 

1．.mif格式文件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1  初始化文件及其生成 

1．.mif格式文件 

 图6-11  利用mif生成器生成.mif正弦波文件 图6-12  打开.mif文件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1  初始化文件及其生成 

2．.hex格式文件

3．.dat格式文件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2  以原理图方式对LPM_RAM进行调用

图6-13  调用单口LPM RAM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2  以原理图方式对LPM_RAM进行调用

图6-14 设定RAM参数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2  以原理图方式对LPM_RAM进行调用

图6-15  设定RAM仅输入时钟控制

图6-16 设定在写入同时读出原数据：Old Data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2  以原理图方式对LPM_RAM进行调用

图6-17  设定初始化文件和允许在系统编辑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2  以原理图方式对LPM_RAM进行调用

图6-18  在原理图上连接好的RAM模块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3  测试LPM_RAM

图6-19  图6-18的RAM仿真波形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4  Verilog代码描述的存储器初始化文件加载表述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5  存储器设计的结构控制

图6-20  例6-6的RTL电路模块图



6.3  LPM_RAM宏模块用法

6.3.5  存储器设计的结构控制

图6-21  例6-7的RTL电路模块图



6.4  LPM_ROM使用示例

6.4.1  简易正弦信号发生器设计 

图6-22 加入初始化配置文件并允许在系统访问ROM内容



6.4  LPM_ROM使用示例

6.4.1  简易正弦信号发生器设计 

图6-23  正弦信号发生器结构框图



6.4  LPM_ROM使用示例

6.4.1  简易正弦信号发生器设计 

图6-24 正弦信号发生器电路原理图



6.4  LPM_ROM使用示例

6.4.1  简易正弦信号发生器设计 

图6-25   图24电路仿真波形



6.4  LPM_ROM使用示例

6.4.2  正弦信号发生器硬件实现和测试

图6-26  正弦信号发生器数据输出的SignalTap II实时测试界面



6.4  LPM_ROM使用示例

6.4.2  正弦信号发生器硬件实现和测试

图6-27 正弦信号发生器的SignalTap II的波形显示图面



6.5 在系统存储器数据读写编辑器应用

（1）打开在系统存储单元编辑窗口。 

（2）读取ROM中的数据。 

图6-28  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编辑窗，从FPGA中的ROM读取波形数据



6.5 在系统存储器数据读写编辑器应用

（3）写数据。

（4）输入输出数据文件。

图6-29 在此将编辑好的数据载入FPGA中的ROM内

图6-30 SignalTap II测得的数据波形



6.6  LPM嵌入式锁相环调用

6.6.1  建立嵌入式锁相环元件 

图6-31 选择锁相环ALTPLL



6.6  LPM嵌入式锁相环调用

6.6.1  建立嵌入式锁相环元件 

图6-32 选择输入参考时钟inclk0为20MHz



6.6  LPM嵌入式锁相环调用

6.6.1  建立嵌入式锁相环元件 



6.6  LPM嵌入式锁相环调用

6.6.1  建立嵌入式锁相环元件 

图6-34  选择c0的输出频率为0.002MHz



6.6  LPM嵌入式锁相环调用

6.6.1  建立嵌入式锁相环元件 

图6-35 输出第二个时钟信号c1



6.6  LPM嵌入式锁相环调用

6.6.1  建立嵌入式锁相环元件 

图6-36 采用了嵌入式锁相环作时钟的正弦信号发生器电路

6.6.2  测试锁相环



6.7  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Editor用法
（1）在顶层设计中嵌入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模块。

图6-37  为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模块设置参数

（2）设定参数。



6.7  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Editor用法
（3）与需要测试的电路系统连接好。

图6-38 在电路中加入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测试模块



6.7  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Editor用法
（4）调用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Editor。

图6-39  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Editor的测试情况



6.8  DDS实现原理与应用

6.8.1  DDS原理

（6-1）

（6-2）

（6-3）

（6-4）



6.8  DDS实现原理与应用

6.8.1  DDS原理

（6-5）

（6-6）

（6-7）

（6-8）



6.8  DDS实现原理与应用

6.8.1  DDS原理

图6-40 基本DDS结构



6.8  DDS实现原理与应用

6.8.2  DDS信号发生器设计示例

图6-41  DDS信号发生器电路顶层原理图



6.8  DDS实现原理与应用

6.8.2  DDS信号发生器设计示例

图6-42  图6-41的仿真波形

（6-9）



实验与设计

实验6-1  查表式硬件运算器设计

实验6-2  正弦信号发生器设计

实验6-3  简易逻辑分析仪设计



实验与设计 

图6-43 逻辑数据采样电路顶层设计



实验与设计 

图6-44  逻辑数据采样电路时序仿真波形



实验与设计 

实验6-4  DDS正弦信号发生器设计

图6-45 DDS正弦信号发生器顶层原理图



实验与设计 

实验6-5  移相信号发生器设计

实验6-6  AM幅度调制信号发生器设计

实验6-7  硬件消抖动电路设计



实验与设计 



实验与设计 

图6-46 例6-8消抖动电路仿真波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