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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财政部关
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作的意见》精神编写的。
全书包括数字电路基础、逻辑代数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
变换、数／模与模／数转换、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等8章内容。
　　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1.精炼内容，突出教材特点。
　　由于许多院校开设了“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数字系统设计”、“硬件描述语言”等选修课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对这些相关内容做了删减，使本书的篇幅得到了大幅度的压缩。
由于课时的关系，教材中打有“*”的部分作为选学内容。
　　2.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在每章小结中包括各章的重点内容、难点内容和需注意的问题，同时还给出了各章的例题精选及
自我检测题，有助于学生抓住各章的重点、难点，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在精选例题时，特别注
重了题目的基础性、多样性、综合性和灵活性，并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系数，以便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
　　3.扩大教材的适用范围。
　　考虑到其他专业学生学习本课程的要求，本书补充了部分内容。
如在时序电路的设计中，我们增加了利用隐含表进行状态化简的内容，以避免学生因某些知识的欠缺
而导致学习上的困难。
　　本书的第1章由顾洁编写，第2章、第8章由王守华编写，第4章由李旭红编写，第7章由耿伟霞编写
，第3章、第5章、第6章（除6.5 节外）由董敏编写，第6.5 节由吴文峰编写。
全书由董敏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程红丽、杨建翔、杨波、杨俊三、陈伟、薛颖轶及罗小莹等的支持
，他们对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有价值的资料，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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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8章。
第1章和第2章作为数字逻辑的理论基础，讨论了数制、码制和逻辑代数基础。
第3章至第5章在小规模集成电路分析和设计基础上，讨论了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电路中的基本概念、
分析方法及设计方法。

第6章讨论了脉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参数计算。
第
7章讨论了数/模与模/数转换电路的结构、主要技术指标。
第8章讨论了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结构特点及应用。

本书可作为电子工程、计算机、机电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电子技术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
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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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首先介绍有关数制和码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然后给出数字电路中常用的数制和码制。
此外，还具体介绍了不同数制之间的转换方法和二进制算术运算的原理和方法。
　　当我们观察自然界中各种物理量时不难发现，就其变化规律的特点而言，不外乎有两大类。
一类是物理量的变化在时间上和数量上都是离散的。
也就是说，它们的变化在时间上和数值上是不连续的，总是发生在一系列离散的瞬间。
我们把这一类物理量称为数字量，把表示数字量的信号称为数字信号（参见图1（a）），并把工作在
数字信号下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
例如：统计通过某一个桥梁的汽车数量，得到的就是一个数字量，最小数量单位的“1”代表一辆汽
车，小于1的数值已经没有任何物理意义。
数字信号在电路中常表现为突变的电压或电流。
　　另外一类是物理量的变化在时间上和数值上都是连续的信号。
这一类物理量称为模拟，量，把表示模拟量的信号称为模拟信号（参见图1（b）），并把工作在模拟
信号下的电子电路称为模拟电路。
例如：热电偶工作时输出的电压或电流信号就是一种模拟信号，.因为被测量的温度不可能发生突跳，
所以测得的电压或电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值上都是连续的。
而且，这个信号在连续变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取值都有具体的物理意义，即表示一个相应的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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