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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技术是高等工科院校电子类、电气类、自控类、计算机类等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为了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在实践
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动手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电子技术的实践教学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能系统地对学生进行电子电路设计的工程实践训练
，为后续的课程设计、电子竞赛、毕业设计等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书为切合西安邮电学院电工电子实验教学部“陕西省省级教学示范中心”的发展，结合教学部
课程建设项目——“可编程逻辑实验”的研究成果而编写。
内容涵盖数字电路实验的基础知识、数字集成电路测量、数字系统设计、EDA软件及PLD器件知识，
另外根据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特别在第1章和第7章中编写了数字电路的故障分析及排错和实验注意
事项。
在实验的安排上既考虑到与理论教学保持同步，又注重学生实际工程设计能力的培养，减少了验证性
实验，增加了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更多地给学生留下发展个性创新的空间。
为了保证实验的良好效果，增加了实验预习部分。
在实验题目的设计上，紧扣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从基础层面、提高层面、综合设计层面三方面出发
设计了大量的实验题目。
在教材两部分章节里，均有围绕理论教学课程所设计的基础实验、理论课学习完以后的综合性实验及
课程设计题目，以提高学生的系统分析和设计能力。
另外，设计题目时以“教学示范中心”自主研制的“数字信源状态分析实验箱”和“CPLD实验电路
板”为主，并参考了市面上几种主流的数字电路及EDA教学设备，同时也考虑了在面包板上做分立元
器件实验的情况，以便使教材适合不同教学条件的学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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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普通高等院校通信电子类专业的教学特色，以《数字电路逻辑设计》(王毓银，2005)基本理
论为依据，介绍了数字电路的基本实验技术和实验技巧、现代电子设计自动化(EDA)的硬件(PLD)和软
件相关知识，以及基于可编程器件的数字电路开发方法。
本书是西安邮电学院规划的电工电子实验教材系列丛书之一。
    本书从培养学生实验能力和技巧、激发学生创新精神出发，将与EDA技术相关的新技术、新器件引
入实践教学环节，内容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主要分两部分，上篇包括数字电路实验基础，数字电路实验；下篇包括数字系统设计基础，EDA技术
及可编程逻辑器件，VHDL硬件描述语言，EDA软件，EDA基础实验，EDA课程设计。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通信类、电子电气类、控制类等专业的本科、专科实验教材，也可供相关
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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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字电路逻辑设计是高等工科院校电类各专业重要的基础课，也是实用性、创造性、工程性较强
的专业技术基础课。
数字电路实验是依据教学、科研的具体要求进行电路设计、安装和调试，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一门课
程。
通过数字电路实验能够使学生巩固所学理论知识，培养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逐步掌握数字电路从基
本功能的实现到系统实现的方法，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1.1 数字电路实验的特点　　1.理论性较强　　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设计出性能
稳定、符合实验要求的电路，就拟定不出正确的实验方案和步骤。
所以，要做好数字电路实验，首先要学好数字电路逻辑设计这门理论课程。
　　2.工艺性较强　　有了较成熟的实验方案，但由于工艺不合理，就不会取得满意的实验结果，可
能得不出实验结论，甚至导致实验失败，因此，要认真掌握电子工艺技术。
　　3.测试技术要求较高　　实验电路类型很多，不同电路的功能或指标不同，采用的测量仪器和方
法也不同。
所以，要熟练掌握基本电子测量技术和测量仪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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