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子电路及其EDA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电子电路及其EDA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22006714

10位ISBN编号：7122006719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7-122

作者：王艳芬 编

页数：2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子电路及其EDA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突出了高职高专特色，在广泛吸收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的基础上，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结合高
职课程体系重新整合，突出重点，以够用实用为原则，在课程内容上，围绕数字电子技术、EDA技术
与数字系统设计三大主题，体现了“数字电子技术应用”和“数字系统EDA设计”的核心技能。
    全书共分9个课题，包括数字电路的认识、EDA技术入门、VHDL硬件描述语言、组合逻辑电路分析
与设计、触发器及其应用、时序逻辑电路分析与设计、半导体存储器、A／D、D／A转换、数字电路
及其EDA技术课程设计等。
    每个课题前都有一个实训，教师可以在课题讲解前进行演示操作，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题
内容学习后，又可作为学生的实操技能训练项目。
每个课题后还附有思考与练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与成人教育电子技术、电子信息、机电类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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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高职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大学专科的理论基础，并
有较强的本专业技术应用的技能。
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是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实用人才。
这类人才不同于将学科体系转化为图纸和设计方案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主要是如何把方案和图纸转化
为实物和产品的实施型高级技术人才。
因此，课程内容需要按照培养目标来制定。
　　由于数字电子技术涉及的各个领域发展非常迅速，数字电子技术教材的基本内容也必须逐步更新
。
特别是在大规模集成电路被广泛采用的今天，数字电子技术正朝着专用电子集成电路方向发展，以至
于向硬件、软件合为一体的各种电子系统集成方向发展，以硬件电路设计为主的传统设计方向也向器
件内部资源及外部引线端子功能加以利用的方向转化。
只有培养学生会思考、会学习，才能跟上飞速发展的时代节拍。
　　高职高专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指导思想，必然要在掌握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
、方法和技能的基础上，把教学的重点从以逻辑门和触发器等通用器件为载体、以真值表和逻辑方程
为表达方式和依靠手工调试的传统数字电路设计方法向以可编程逻辑器件为载体、以硬件描述语言为
表达方式、以EDA技术为调试手段的现代数字系统设计方法转变。
而将EDA技术引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并将二者融为一体是编写此书的目
的。
　　本书介绍了数字电子技术和EDA技术的相关知识，并结合实例讲解如何利用EDA工具进行数字电
路及数字系统的设计。
各部分内容均以高等职业教学中的实际技能要求为主旨，内容简明扼要，突出重点。
编写方法上注重发挥实例教学的优势，引入众多实例和操作实训，便于读者对全书内容的融会贯通，
加深理解。
其特色主要有如下几点。
　　1?将数字电子技术与EDA技术融为一体。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类相关专业的必修课，也是电子技术未来发展的趋势，而基于EDA(电子设计自动
化)技术的设计方法正在成为现代数字系统设计的主流。
作为即将成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技术学院的电类相关专业的学生只懂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
不懂现代电子技术的设计方法，无疑对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潜力都是一种阻碍。
如果作为两个课程来分别学习则又不适应高职高专的学制长度(尤其是未来的两年制)。
因此，将数字电子技术与EDA技术有机地融为一体是高职高专教育目标和思想的要求，也是未来发展
的需求。
　　2?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于一体。
本书本着教、学、做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每个课题均从应用实例出发，由实际问题入手，通过技能训
练引入相关知识和理论，将理论寓于实践，依托实践，再用理论指导实践，达到技能的形成。
　　3?重视应用。
对于各种数字电路的器件只着重介绍外特性以及使用方法和设计方法，而内部结构和电路原理则不做
太多阐述。
　　4?课程的整体设计上，强调与工程实践的联系，使学生们在学习了一定的知识、掌握了相关的技
能后，能够应用于工程中。
　　本书课题一、二、六、九由王艳芬编写；课题三由姜志鹏编写；课题四、五由谢燕美、侯益坤编
写；课题七、八由杨宏丽编写。
全书由王艳芬统稿。
茹燕婷、何素等人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EDA实训
中使用的实验箱是由武汉恒科有限公司提供的HK?EDA实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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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对于选用本教材的教师，我们可免费提供电子版教案，敬请登录http
：//www.cip.com.cn/cbs/electronic/index.htm下载。
　　编者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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