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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1.2数字系统的基本模型 所谓数字系统，是指交互式的以离散形式表示的具有存储
、传输、处理信息能力的逻辑子系统的集合物。
一台数字计算机就是一个最完整的数字系统。
显然，数字系统的功能、性能、规模远远超出了一般中小规模数字逻辑电路的范围。
 虽然数字系统可能涉及诸如机械学、化学、热学、电学、经济学之类工程技术问题，但从本质上看，
数字系统的核心问题仍是逻辑设计问题。
这是因为，逻辑设计是实现子系统和整个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过程，从而最终完成系统所期望的信息
处理、传输、存储任务。
 传输是信息通过空间进行移动。
在逻辑电路中金属导线提供了信息传输的通路。
在并行传输中，一组导线中的每一条可以传递一个数字序列中的一位。
在串行传送中，用一条导线在时间上顺序地传送一个数字序列。
电子信号通过1m长的导线大约需要3.3ns时间。
 存储是信息通过时间进行“搬运”。
在动态式存储器中，在规定的一个时间周期内信息用重复经过一个延迟线的办法来保存信息。
在静态式存储器中，在规定的时间周期内向专用记忆部件写入或读出所需的信息。
 处理是信息按运算规则通过变更已给信息来形成新的信息。
为了产生新的信息，必须对已给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其基本方法是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电子信号通过处理电路时也要花费时间。
 图6.2（a）所示为数字系统的基本结构框图，它由输入部件、输出部件及逻辑系统构成。
逻辑系统包括存储部件、处理部件、控制部件三大子系统。
如果按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来分，存储部件和处理部件是被控部件，又称执行部件，它们受控于控制
部件，在控制部件的命令下进行相应的动作。
 存储部件和处理部件之间通过传输线相互连接。
由于传输信息和处理信息都要花费时间，因此存储部件和处理部件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源源不断
地获得信息。
当信息被传送到处理部件且被处理时，存储部件则保存并源源不断地供给信息，而计算的结果又被返
回传送到存储部件。
在数字系统中，这种活动是周期性的。
如图6.2（b）所示，存储部件获得信息（A）；该信息被传送到处理部件且被加工处理（B）；加工处
理后的更新信息又被传送到存储部件（C）。
之后又开始另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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