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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依据高等院校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的基本要求，结合综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特
点以及作者多年的教学实践，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形势而编写的。
全书共10章，总授课时间大约为80学时。
　　数字电子技术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一门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学科。
本书侧重阐明基本物理概念，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分析、设计方法。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力求做.到深入浅出、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对基本理论、分析和设计方法等均进
行了总结并附上例题，期望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以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
本书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1、2章包括了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公式和定理、逻辑函数的描述
方法及化简方法等；第3章为逻辑门电路，着重介绍了TTL和CMOS逻辑门电路；第4章介绍了组合逻
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同时介绍了若干常用组合逻辑电路及MSI组合电路模块的功能及应用
，包括编码器、译码器、加法器、比较器、数据选择器等；第5章介绍了触发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特
点、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和分类以及不同逻辑功能触发器间的转换方法等；第6章首先介绍了时序逻辑
电路的基本结构和特点，然后讲述了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计数器、寄存器和移位寄
存器型计数器等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和逻辑功能，同时还介绍了它们的典型MSI
模块及应用；第7章介绍了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 HDL语言的基本结构、基本语句和设计流程等基础知
识；第8章系统介绍了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基本电路结构及其基本应用；第9章主要介绍了用门电
路组成的脉冲电路及集成脉冲电路；第10章系统讲述了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的基本原理和常见的
典型电路。
　　通过本书的学习，读者可掌握数字电路和脉冲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分析设计方法，能对常见的小、
中、大规模集成电路进行分析、设计和应用，并能初步掌握用可编程器件进行数字系统设计的方法。
　　本书由毛永毅教授、杜慧敏教授和师亚莉副教授合作编写。
毛永毅教授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统稿与定稿。
第1～4章由师亚莉编写，第7、8章由杜慧敏编写，第5、6、9、10章由毛永毅编写。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西安邮电学院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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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高等院校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的基本要求，结合综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特点以
及作者多年的教学实践，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形势而编写的。
 　　本书侧重阐明基本物理概念，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分析、设计方法。
对基本理论、分析和设计方法等均进行了总结并附上例题，期望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以提高学习
效率和质量。
通过本书的学习，读者可掌握数字电路和脉冲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分析设计方法，能对常见的小、中、
大规模集成电路进行分析、设计和应用，并能初步掌握用可编程器件进行数字系统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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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4.3 状态分配　　状态分配是指将状态表中每一个字符表示的状态赋以适当的二进制代码，得到
代码形式的状态表（二进制状态表），以便求出激励函数和输出函数，最后完成时序电路的设计。
状态分配合适与否虽然不影响触发器的级数，但对所设计的时序电路的复杂程度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可遵循如下原则，即符合下列条件的状态应尽可能分配相邻的二进制代码：　　（1）具
有相同次态的现态。
　　（2）同一现态下的次态。
　　（3）具有相同输出的现态。
　　三条原则以第（1）条为主，兼顾第（2）、第（3）条。
　　6.4.4 选择存储器类型，确定激励函数和输出函数　　根据状态表填写次态和输出函数卡诺图，从
而求得次态和输出方程组，然后将各状态方程与所选用的触发器的特征方程对比，便可求出激励函数
。
这种方法称为状态方程法。
根据得到的激励函数和输出方程即可画出逻辑电路图。
　　【例6-4】设计一个串行数据检测器，该电路具有一个输入端x和一个输出端x。
输入为一连串随机信号，当连续输入三个或三个以上“1”时，电路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
　　解（1）建立原始状态图。
　　①确定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
　　设该电路的输入变量为X，代表输入串行序列，输出变量为Z，表示检测结果。
根据设计命题的要求，可分析出输入X和输出Z之间的关系为　　X011011111011　　Z000000111000　
　②设置状态。
　　状态是指需要记忆的信息或事件，由于状态编码还没有确定，所以它用字母或符号来　　表示。
　　根据题意可知，该电路必须记忆以下几个事件：收到了一个“1”；连续收到了两个“1”；　　
连续收到了三个“1”。
因此，加上初始状态，共需四个状态，并规定如下：　　S0为初始状态，表示电路还没有收到一个有
效的“1”。
　　S1表示电路收到了一个“1”的状态。
　　S2表示电路收到了连续两个“1”的状态。
　　S3表示电路收到了连续三个“1”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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