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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定位在“应用型本科”层次，内容简明，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突出集成器件的应用，理论联系
实际。
    全书共分为10章，分别为：数字逻辑概论、逻辑代数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锁存器与
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数/模和模/数转换、半导体存储器以及可编程逻辑
器件。
此外，配合教学的实验内容穿插在相应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每章都配有本章小结和习题。
    本书篇幅适中、可读性强，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和信息类相关专
业应用型本(专)科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电子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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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电子技术特别是数字电子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工业、农业、科研
、医疗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电子技术的发展是以电子器件的发展为基础的。
20世纪初直至中叶，主要使用的电子器件是真空管，也称电子管。
随着固体微电子学的进步，第一只晶体三极管于1947年问世，开创了电子技术的新领域。
随后在60年代初，模拟和数字集成电路相继上市。
到70年代末，微处理器的问世使电子器件及其应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1988年，集成工艺可在1cmz的硅片上集成3 500万个元件，这说明集成电路进入甚大规模阶段。
当前的制造技术已使集成电路芯片内部的布线细微到亚微米和深亚微米量级。
随着芯片上元件和布线的缩小，芯片的功耗降低，而速度大为提高。
最新生产的微处理器的时钟频率高达3 GHz（109Hz）。
　　数字技术应用的典型代表是电子计算机，它是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
数字电子技术的发展衍生出计算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计算机技术的影响已遍及人类经济生活的各个
领域，掀起了一场“数字革命”。
数字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广播、电视、通信、医学诊断、测量、控制、文化娱乐以及家庭生活等方面
。
由于数字信号具有便于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特点，使得许多传统使用模拟技术的领域转而运用数字技
术。
　　（1）照相机　　传统的模拟相机是用卤化银感光胶片记录影像，胶片成像过程需要严格的加工
工艺和技术，而且胶片不便于保存和传输。
数字相机是将影像的光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像素阵列的形式进行存储。
存储的信息包括色彩、光强度和位置等。
例如640×480的像素阵列中，每个像素的红、绿、蓝三元色均是8位，则该阵列的数据超过700万。
如果用JPE图形格式进行压缩处理后，数据量只为原来的5％，便于进行网络的远距离传输。
随着计算机处理照片技术的推广，外置大容量小体积硬盘的普及，激光数字彩色照片冲放设备的广泛
应用，数字相机将取代模拟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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