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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电子产品的更新周期曰益缩短、新产品开发速度加快，
引起数字电子系统设计思想、方法、工具及所用器件的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数字电子系统实现方式
和设计手段两个方面。
数字电路设计正进入高度集成化的片上系统时代，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和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电路设计
中的应用越加广泛，而传统的数字电路设计方法将逐步淡出。
因此，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应精简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应用和传统的技巧性设计方法，突出数字电子系
统设计方法和自动化设计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是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十分
重要的一门技术基础课程。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数
字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本书为江苏省立项建设精品教材，也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精品课程“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
”配套教学用书。
我们力争实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力求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基础性和前瞻性。
做到语言精练，重点突出，可读性好。
在教材内容组织上，主要特点有：①在保证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内容的同时，为适应数字电子技术的发
展，拓展新知识，引入VHDL语言、数字系统概念和数字电路测试技术；②精简中小规模集成电路，
突出CMOS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与可编程器件的原理及应用；③淡化集成器件内部电路，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际应用；④精简传统设计方法，淡化手工设计技巧，突出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
和现代数字系统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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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江苏省立项建设精品教材。
本书共11章，内容包括：逻代数基础、数字集成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路、脉冲
波形产生与变换电路、数／模和模／数转换器、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数字系统设计基础、
数字电路测试与可测试性设计。
本适应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引入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工科电子技术课程教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成
果，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本要求，正确处理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关系，精简
部分中小规模字电路教学内容，适度增加VHDL语言、数字系统设计、数字电路测试与测试性设计等
新技术与新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包括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探测
制导与控制技术、生物医学工等)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相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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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半导体存储器的特点　　半导体存储器是数字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用以保存系统工作所需的
程序和数据（通称为信息），这些信息以二进制的形式表示。
半导体存储器具有集成度高、速度快、存储密度大、体积小、可靠性高、价格低、外围电路简单、易
于批量生产等优点，已在数字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且重要性还在进一步提高。
　　半导体存储器由众多的存储单元按矩阵形式排列而成，信息的每一位二进制数保存在半导体存储
器的一个存储单元中。
存储单元常常按一定数目进行编组，每次读／写操作对一组存储单元中保存的数据同时进行，这个组
称为字，一个字中所含的二进制数据的位数称为字长，表示这个字有多少位。
为了区别各个不同的字，给每个字赋予了一个编号，称为地址。
　　由于半导体存储器具有高集成度、大存储密度的特性，一般一个存储器芯片中存储单元数目很多
，但引脚数却很有限，所以，半导体存储器在结构上不可能像寄存器那样将每个存储单元的输入和输
出直接引出，而是分时、分块复用，每次操作只对一个字进行，只有被输入地址码指定的那些存储单
元才与输入／输出引脚接通，将该单元的数据读出或将数据写入该单元，因此，半导体存储器芯片所
需的数据输入／输出引脚数应该与数据的字长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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