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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通信、计算机、电气、自动化和机电等专业的重要技术基础课，为便
于这门课程的学习和使用，特编写这本《数字电子技术学习指导》，供有关教师、学生参考。
　　《数字电子技术学习指导》是按照杨志忠主编的《数字电子技术》（第2版）中章节顺序编写的
，每章包括基本要求、重点和难点、本章要点、习题选解四部分。
　　基本要求分掌握、理解和了解三个层次，是对学生学习各章提出的要求。
掌握和理解的内容是重点所在，其余内容属一般了解。
　　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必须熟练掌握的内容。
难点为学习中的疑难部分和容易产生错误概念的地方。
学习这些内容应多加思考，引起注意。
　　各章要点　简明扼要地归纳了各章的主要内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公式、基本电路功能
的比较、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设计方法，以及解题的步骤。
　　习题选解选择了有一定代表性、应用性的习题作解答，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各类习题的解题方
法和技巧，做到举一反三，更好地掌握课程内容。
学生做作业前，必须仔细阅读教材，掌握了有关理论、公式和解题方法后，在认真分析、理解题意的
基础上，才能动手做作业。
解题时，要步骤清楚，计算准确，绘图规范，书写整洁。
所选习题仍使用原题号。
　　书末有4套难度不同的模拟试卷，并附有答案，供学生自测检查。
　　《数字电子技术》（第2版）教材有如下特点：　　1．优化教材内容，突出理论教学重点　　在
教学内容上突出了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和知识的应用，回避了繁琐的分析和数学推导，加强了集
成电路外特性的分析和应用。
如在逻辑门电路一章中主要分析了CT74Ls系列门电路的基本功能及其外特性，进而对TTL系列
、CMOS4000系列、HCMOs系列门电路的主要电气特性进行了比较，使学生能根据实际工作要求，正
确选用集成电路。
又如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两章中，在简要介绍了编码器、译码器、数据选择器、运算电路、
计数器、移位寄存器等电路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直接介绍了上述电路的中规模集成电路的功能和使用
，这不但突出了中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同时也为技能训练（实验）中学生正确使用集成电路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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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杨志忠主编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字电于技术》（第2版）编写的配套学习指导，
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掌握教材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以及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各章都有基本要求、重点和难点，总结了各章的主要内容，并给出了书中部分习题解答。
通过对习题的分析和归纳，总结了各类习题的解题思路、方法和技巧，逐步提高读者应用所学知识分
析和解题的能力。
书后有四套难度不同的模拟试卷和答案，供读者自测检查。
    本书可供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校、民办高校的电气、电子、通信
、计算机、自动化和机电等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参考，也可单独作为《数字电子技术》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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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的方法是：整数部分采用连续“除16取余法”，小数部分则采用连
续“乘16取整法”。
　　2．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　　任何一种数制都具有基数、进位数和位权
值三个特征。
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的方法是采用“按权展开相加法”，这样，便获得了相
应的十进制数。
　　3．二进制数与八进制、十六进制数间的相互转换　　(1)二进制数转换为八进制数　　由于8=2，
所以用3位二进制数表示1位八进制数。
其方法是：整数部分从低位到高位，每3位二进制数为一组，最后一组如不足3位，则在高位(左边)加0
到3位为止；小数部分则从高位到低位每3位二进制数为一组，最后一组如不足3位，则在低位(右边)
加0到3位为止，然后将每组二进制数转换为八进制数。
　　(2)二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由于16=2，所以，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1位十六进制数。
其方法是：整数部分从低到高位每4位二进制数为一组，最后一组不足4位时，在高位加0到4位为止；
小数部分则从高位到低位每4位二进制数为一组，最后一组不足4位时，则在低位加0到4位为止，然后
将每组二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3)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　　将每位八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分别转换为3位二进制
数和4位二进制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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