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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对数字电路与数字逻辑课程内容进行了整合优化，从应用角度出发介绍了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
、逻辑分析与设计的基本方法及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逻辑代数基础、集成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
、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数模及模数转换器、大规模集成电路。
附录部分的实验和实践环节介绍了与本教材相配套的常用仪器与设备的使用方法、数字电路实验及课
程设计。
    本书适合于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也可供
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民办高校、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使用，还可供本科院校、
计算机专业人员和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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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工程上把电信号分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两大类。
模拟信号指在时间上和数值上都是连续变化的信号，如温度、压力、速度、磁场、电场等物理量通过
传感器变成的电信号，模拟语音的音频信号和模拟图像的视频信号等。
对模拟信号进行传输、处理的电子线路称为模拟电路，如放大器、滤波器、信号发生器等。
另一类是时间和幅度都是离散的（不连续）信号，称为数字信号，如生产中自动记录零件个数的计数
信号，由计算机键盘输入计算机的信号等。
对数字信号进行传输、处理的电子线路称为数字电路，如数字钟、数字万用表等都是由数字电路组成
的。
　　2.数字电路的特点　　由于数字电路的工作信号是不连续的数字信号，反映在电路上只有高电平
和低电平两种状态，所以数字电路在结构、工作状态、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与模拟电路不同
，它具有如下特点：　　（1）数字电路在稳态时，二极管和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
开关的接通和断开两种状态，用二极管或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来实现。
这和二进制信号的要求是相对应的，因为导通和截止两种状态的外部表现正是电流的有、无，电压的
高、低，这种有和无、高和低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分别用1和0两个数码来表示。
　　（2）因为数字信号中的l和0没有任何数量的含义，只表示两种不同的状态，所以在数字电路的基
本单元电路中，对元件的精度要求不高，允许有较大的误差，电路在工作时只要能可靠地区分开1和0
两种状态就可以了。
　　（3）对于数字电路，人们关心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输入信号的状态与输出信号的状态之间的逻
辑关系。
　　（4）因研究内容不同，数字电路中不能采用模拟电路的分析方法，而是以逻辑代数作为主要工
具，利用真值表、逻辑表达式、波形图等来表示电路的逻辑功能，所以数字电路又称逻辑电路。
　　（5）数字电路不仅具有逻辑运算能力，还具有逻辑推理和逻辑判断能力，因此，人们才能制造
出各种数控装置、智能仪表以及数字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的科技产品，使其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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