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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
该书凝结了作者们多年教学与教改的体会及科研成果，起点高，取材宽，前瞻性强。
　　但第一版出版至今，已有九年。
在此期间，数字技术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修订。
2006年本书又荣幸地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反映本书所涉领域的新发展、新面貌，以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我们对本书
进行了修订和增利、。
　　修订工作主要是对第一版各章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精简与更新，具体有：　　1.紧扣教学基
本要求，对各章的例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做出合理调整，去繁留精，并新增了一些难度适中的例题
，使例题的编排更加循序渐进、难易结合。
同时，在例题讲解上更注重深入浅出，以利读者自学，促进课程教学实效的提高。
　　2.尽管数字技术发展迅速，但其理论和方法相对比较经典。
因此，第二版基本保留了第一版第l～4章的架构，仅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更新。
并且在夯实基础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弱化手工设计方面的技巧性内容，为增加现代数字设计新内容
留出空间。
　　3.对第一版第5～8章内容进行了调整，将数字系统设计方法、硬件描述语言、仿真技术及应用等
单列成一章“数字系统设计与仿真”，并对VHDL语言和仿真验证内容进行了较大的充实，以强化数
字系统的设计方法、硬件描述语言、仿真与综合技术及可编程逻辑器件应用等当今数字技术的热点和
本课程新的、重要的知识点。
　　4.调整了全书的章节顺序。
按数字技术基本理论（第1、2章）一单元电路分析与设计（第3～5章）一数字系统设计（第6章
）-PLD原理与应用（第7章）一数字电路测试（第8章）一数模与模数转换（第9章）的次序安排全书
内容，连贯性好，结构更为合理。
　　5.第二版更加突出实用性。
如在用J一K触发器设计同步时序电路部分，将原来的激励表法更换为次态方程变换法，删节了现今较
少使用的以移位寄存器设计同步时序电路和控制单元的方法，增加了具体的仿真与PLD综合工具应用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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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讨论各种逻辑描述的工具、逻辑变换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逻辑模块与元件的原理和应用。
鉴于算法设计与电路结构的选择是最困难、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因此，本书将通过实例介绍多种电路
结构，介绍算法设计的基本思路。
考虑到在非逻辑约束确定之后，许多逻辑变换将可由设计自动化工具来完成，因此，本书对逻辑变换
的内容作了适当的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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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布尔代数　数字电路进行信息处理的理论基础是布尔代数。
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1815年一1864年）在其著作《逻辑的数学分析》及《思维规律
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这种代数的基本概念和性质；此后美国数学家亨廷顿（E.V.Huntinton）等又提
出了多种公理体系，严密地规定了布尔代数的运算规则。
当时，布尔代数是用以研究逻辑学进而研究数理逻辑的，所以布尔代数也称为逻辑代数。
　　数理逻辑把符合排中律的陈述句叫做命题。
‘张三是男性’，这是一句陈述句，且这一陈述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结果。
如果张三确为男性，则命题成立，称为逻辑真，记作‘真’；反之，则命题不成立，称为逻辑假，记
作‘假’，二者必居其一。
这就是排中律。
　　‘月亮环绕地球旋转’是一命题，且恒为真，称为真命题。
‘月亮比地球大’也是一个命题，且恒为假，称为假命题。
‘张三是男性’这一命题可能真也可能假。
数理逻辑根据命题的这一特性，把它称为逻辑量，以量的概念来表示命题的真伪。
为便于运算，常用1表示‘真’，O表示‘假’；或用l表示‘假’，0表示‘真’。
若采用前一种约定，且命题a成立，则逻辑变量a=1；反之a=O。
真命题和假命题依次是恒为1或O的逻辑常量。
　　布尔代数定义了与（记作·）、或（记作+）和非（记作一）三种基本的逻辑运算，它们的运算
规则依次用表0-1（a）、（b）和（c）来表示，表中x、y，和z都是逻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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