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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国家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
多年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
在编写过程中充分体现培养第一线应用型技术人才的特点，体现工程意识、创新能力和全面素质培养
的要求。
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注意到把一些最新的、比较先进的内容充实到教材中去，既体现教育规格
之所需，又能满足后续课程之需要，即以“必须、够用”为度。
　　本书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为了便于学生自学，在介绍每章内容时尽量讲清思路和分析方法，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力图加强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根据初中毕业生的特点，着重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阐述，避免繁琐的数学推导。
考虑到电子技术的发展，新的电子产品问世，加强SSI、MSI、LSI及PLD等集成器件的介绍及应用。
介绍这些集成电路时，强调集成组件的外特性和正确使用方法，而对内部结构仅作简单的定性介绍。
　　另外，本书全部采用《电气图用图形符号——二进制逻辑单元》国家标准GB4728．12—85规定。
本书附录一中对《电气图用图形符号——二进制逻辑单元》（GB4728．12—85）作简单的介绍。
本书为便于教学，在用中、大规模集成器件组成的应用电路中，采用了示意性的框图来表示这些器件
。
这种框图不属于标准的逻辑图形符号。
　　考虑到有的学校在安排教学计划时有时先上数字电路，后上模拟电路的要求，这次修订时适当加
强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基本内容。
这样无论是否学过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都可选用这本书作为“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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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是根据国家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数字电子技术基
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多年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基础进行编写的。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着重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阐述，避免繁琐的理论推导。
在文字上，力求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在内容上删减了陈旧的、冗余的内容，减少内部电路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工程应用；增加中、
大规模集成电路内容并适当介绍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高等职业学校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共八章，包括数字逻辑基础、逻辑门电路、组
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A／D及D／A转换器、大规模集
成电路等内容，并有与内容配合的思考题和习题。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可作为全国招收初中五年制高职和中等专业学校工科电工类专业
的教材，也可供相近专业的师生和工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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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阵列逻辑GAL本章小结思考题和习题附录一数字集成电路应用实例附录二电气图用图形符号——
二进制逻辑单元国家标准GB472812—85简介附录三常用逻辑门逻辑符号对照表附录四常用集成ITL芯
片引脚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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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数字电路基础知识　　1．1概述　　1．1．1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　　电子电路中有两种不
同类型的信号：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是指那些在时间和数值上都是连续变化的电信号。
例如，模拟语言的音频信号、热电偶上得到的模拟温度的电压信号等，如图1．1（a）所示。
因为不论是语音信号或是被测温度都不可能产生突变，即模拟语音和温度变化的电压信号在时间和数
值上都是连续变化的。
数字信号则是一种离散信号，它在时间上和幅值上都是离散的。
也就是说，它们的变化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只发生在一系列离散的时间上。
而数值的大小和每次的增减变化都是某一数量单位的整数倍。
最常用的数字信号是用电压的高、低分别代表两个离散数值1和0，如图1一1（b）所示。
图中，U1称为高电平；U2称为低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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