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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百门精品课程教材立项项目。
本书的前身《脉冲与数字电路》(第二版)曾获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三届教育部科学技
术进步三等奖；《数字电路逻辑设计》(脉冲与数字电路第三版)曾获2002年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
等奖。
　　本书适应电子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迅猛发展的形势，正确处理了基础理论
与实际应用的关系，适量地增加了VHDL对数字逻辑的描述以及数字系统设计的基础，既覆盖了原国
家教委颁布的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也符合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工科本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
实际，定位准确，取材恰当，基本概念清楚，同时保持了前三版的优点，深入浅出，语言流畅，可读
性强。
　　全书共十一章，主要包括绪论、逻辑函数及其简化、集成逻辑门、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
时序逻辑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脉冲单元电路、模数转换器和数模转换器、数字系
统设计基础等内容，各章后配有适量习题。
随书还附有帮助学生学习用的教学光盘，其内容包含有各章的教学基本要求，主要内容，重点、难点
分析，思考题、自我检测题(附有答案)以及VHDL基础等。
　　与该书同时出版的还有学习指导书，含有该书各章的习题解答。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电气信息类各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本学科及其他相近学科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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