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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ldquo;电工电子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
研究与实践&rdquo;等教改项目的综合研究成果，是&ldquo;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rdquo;。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将数字电路基本内容与计算机硬件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0&mdash;3章主要介绍数字和编码、逻辑函数、组合逻辑电路与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对那些
只对小规模电路设计有效的概念和方法做了大幅度的削减，并适当引进与h刀应用和现代逻辑设计有
关的新概念、新方法，如vhdl、逻辑仿真等，由于未涉及器件内部电路，故可在模拟电子线路前开设
；第4&mdash;7章为&ldquo;算术运算电路&rdquo;、&ldquo;存储器&rdquo;、&ldquo;终端、总线与接口
（含a/d和d/a转换）、19制单元（含自顶向下的数字系统设计）&rdquo;，介绍各部分的基本工作原理
和用数字电路实现的方法，对计算机的介绍着眼于指令的执行，为微机原理等课程提供必要的基础知
识，因不涉及具体机器和程序，较通俗易懂；第8章简述关于计算机的一些新思路，第9章则从较新的
角度介绍开关电路、逻辑门和张弛振荡器，以适应不同教学体系的需要。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注重工程概念和思维方法，《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插图500余幅，
每章附有&ldquo;总结&rdquo;。
书后有习题460余道，深浅各异，供不同要求的读者选择。
附录包括逻辑电路单元图形符号（国标）、vhdl简明教程和英汉名词术语对照。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电子信息专业的&ldquo;计算机结构与逻辑
设计&rdquo;、&ldquo;数字电子技术&rdquo;等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本学科和其他学科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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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数字信号是用电压幅值的高和低携带信息的，在处理过程中出现的畸变或干扰，只要
不使幅值的高、低混淆，所携带的信息便不会丢失，而要做到这一点，通常并不困难，可见数字设备
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而且，只要所使用的数字位数足够多，就能达到很高的处理精度；而用模拟方法实现时，由于系统各
部分误差的累积影响，要达到与数字方法同样的精度和质量，设备往往相当复杂而价昂。
此外，数字技术还有以下优点：（1）数字信息可以通过打印或制成光盘长期保存；（2）便于用计算
机控制或处理；（3）集成化程度高由于数字集成电路制作工艺比较成熟，集成技术发展极快，自1985
年以来，集成规模以每6年扩为10倍的惊人速度不断提高，目前集成工艺已进入深亚微米领域，集成规
模高达每片数百万晶体管，一个电路系统往往只需一片集成电路就可实现，这不仅使设备的体积小、
重量轻、功耗低、生产周期短，而且还大大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4）设计方便，自动化程度高数字电路的设计与模拟电路的设计相比，偏重于逻辑而不是偏重于参
数选取，因此更便于使用计算机工具，目前许多高质量的数字系统开发工具纷纷面世，为设计数字系
统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特别是各类现场可编程器件[1]及相应开发工具的出现，使得科技人员在自
己的实验室内即可自行设计和制作专用集成电路（ASIC）”，并可通过各类仿真工具[3]检验设计的结
果，这些都大大缩短了设计的进程，节约了设计的时间，提高了设计的质量。
而对于模拟电路，目前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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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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