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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电子技术”是高职高专院校电类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应用电子、通信、电气
自动化等专业的重要专业技术课程。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集成数字逻辑电路在高速、低功耗、低电压、带电插拔、小逻
辑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数字新技术、新元器件层出不穷，这无疑给该课程增添了很
多新的内容。
　　本书综合介绍了数字电子技术的基础应用、实验与实践、故障检测模拟和计算机系统仿真等方向
的知识，其中重点介绍了EDA仿真技术，为读者搭建了一条从理论学习迈向实际应用的桥梁。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和示例，讲述了数字系统分析和设计的基本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本书将数字电子技术与例题做了巧妙的结合。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详细介绍了基本数字逻辑元器件、逻辑分析、逻辑应用，并将设计思路、设计
技巧融入到例题中，强调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2）重点介绍最新仿真软件-Multisim 10。
本书在对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进行分析和设计时列举了大量仿真实例。
书中相应章节提供的实验可以用通用数字电路实验箱和。
EDA仿真软件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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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将软件仿真和理论知识有机结合，充分运用最新的仿真工具培养学生对电
子技术知识的掌握能力，提高应用水平。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主要介绍TTL与CMOS门电路的逻辑功能测试，组合逻辑元器件的逻辑功能测
试与设计，触发器的功能验证，计数器、寄存器的设计，简单逻辑电路的故障查询，ADC与DAC的仿
真训练，555集成定时器的应用及用ultisim 10设计数码显示器电子表等仿真实验。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子、通信、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专业的教材，也
可供其他工程技术或维修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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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制和码制　　学习目标　　·了解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处理特点　　·了解常用的
数制及其之间的转换　　·了解常用的码制　　·了解文字符号在计算机中的表示　　1.1 模拟信号和
数字信号的处理特点　　物理量可分为模拟和数字两大类。
模拟量是指可在一定的范围内连续变化，或者在一定范围内有无穷多个取值可能的量。
自然界绝大多数物理量都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如温度、湿度、语音等。
我们可用电信号对模拟量进行模拟，并用电子技术进行处理。
例如，用图形、声音信号采集电路将图像和声音等连续变化的信号，转化成用有线、无线通道传输的
调频、调幅的电压信号；或者将接收到的调制信号经专用电路解调、放大后，还原为图像、声音信号
进行播放。
另一种物理量是数字量，例如人数、物品的个数等，其特点是取值是离散的，只能是一个范围内的某
些特定值。
数字量是离散的信号，且分别与相应的数字编码对应。
　　用电子技术处理数字信号时，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电压幅值的高（代表数字l）和低（代表数字0）
所构成的二进制数字来表示，这就是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在时间和幅值上都是离散的。
　　大多数模拟信号在处理过程中要求尽量保持信号的形状不变。
由于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元器件的限制和环境的影响而出现畸变和干扰，要达到较高的保真
度，就要使用高质量的元器件和采取各种补偿措施，这些都将使电路的成本和制作难度增加。
　　数字量是在一系列离散的时刻取值，数值的大小和每次的增减都是量化单位的整数倍，即它们是
一系列时间离散、数值也离散的信号。
用电子技术处理数字信号时，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电压幅值的高（代表数字1）和低（低表数字0）的一
连串不同组合，构成不同的数字量来表示信息内容。
在处理过程中只要不使幅值的高、低混淆（可以拉开高、低电平差），所携带的信息便不会丢失，因
此相对而言数字设备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只要所使用的数字位数足够多，就能极大地提高处理精度；而用模拟方法实现时，由于系统各部分误
差的累积影响，要达到同样的精度和质量，设备往往相当复杂且价格昂贵。
由此可见，二进制在数字技术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编辑推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将软件仿真和理论知识有机的结合，充分运用最新的仿真工具培养学生对
电子技术知识的兴趣与爱好。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通过对TTL与CMOS门电路的逻辑功能测试，组合逻辑器件的逻辑功能测试与
设计，触发器的功能验证，计数器、寄存器的设计，筒单逻辑电路的故障查询，ADC与DAc的仿真训
练，555集成定时器的应用及用Multisim 10设计数码显示器电子表等仿真实验的介绍，培养了学生对逻
辑门电路、组合电路、触发器、时序电路等数字电子的相关知识进行实际应用的能力。
为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和不断更新，能够跟上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综
合了数字电子技术的基础应用、实验与实践、故障检测模拟和计算机系统仿真的知识，其中的EDA仿
真技术帮助学生搭建了一条从理论学习迈向实际应用的桥梁。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示例讲述了数字系统分析和设计的基本理念，培养了学生
的动手能力，具有如下特点。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按照数字电子技术学习和应用的特点进行内容的编排，详细介绍了基本数
字逻辑器件、逻辑分析、逻辑应用，将设计思路、设计技巧融入到例题中，强调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的培养。
　　介绍最新仿真软件——Multisim 10。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在对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进行分析和设计时列举了大量仿真实例。
书中相应章节提供的实验可用通用数字电路实验箱和EDA仿真软件来完成。
　　内容通俗易懂　　提供仿真实验　　培养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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