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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知识日新月异，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培养具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根据教育部
面向21世纪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改要求，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同类有影响力的教材，重新
对教材进行修订编写、调整补充，使之更适应非电类专业、计算机专业等电工电子技术的教学要求。
　　本教材由太原理工大学电工基础教学部组织编写。
全套教材共有六个分册：第一分册，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分册主编李晓明、李凤霞），本分册
主要介绍电路分析基础、电路的瞬态分析、正弦交流电路、常用半导体器件与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
算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其应用和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第二分册，数字与电
气控制技术基础（分册主编王建平、靳宝全），本分册主要介绍数字电路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
器与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数模和模数转换技术、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变压
器和电动机、可编程控制器、总线、接口与互连技术等；第三分册，利用Multisim 2001的EDA仿真技
术（分册主编高妍、申红燕），本分册主要介绍Multisim 2001软件的特点、分析方法及其使用方法，
然后列举大量例题说明该软件在直流、交流、模拟、数字等电路分析与设计中的应用；第四分册，电
工电子技术实践教程（分册主编陈惠英），本分册主要介绍电工电子实验基础知识、常用电工电子仪
器仪表，详细介绍了38个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和电机与控制实验以及Protel 2004原
理图与PCB设计内容；第五分册，电工电子技术学习指导（分册主编田慕琴），本分册紧密配合主教
材内容，提出每章的基本要求和阅读指导，有重点内容、重点题目的讲解与分析，列举了一些概念性
强、综合分析能力强并有一定难度的例题；第六分册，基于：EWB的EDA仿真技术（分册主编崔建明
、陶晋宜、任鸿秋），本分册主要介绍EWB 5.0软件的特点、各种元器件和虚拟仪器、分析方法，并
对典型的直流、瞬态、交流、模拟和数字电路进行了仿真。
系列教材由太原理工大学渠云田教授主编和统稿。
本教材第一分册、第二分册由北京理工大学刘蕴陶教授审阅；第三分册、第六分册由太原理工大学夏
路易教授审阅；第四分册、第五分册由山西大学薛太林副教授审阅。
　　本教材第二分册“数字与电气控制技术基础”，是由陈惠英编写第9章，吴申编写第10、12章，渠
云田编写第11章，苏斌编写第13章，夏路易编写第14章，王建平编写第15章，靳宝全编写第16章，赵
晋明编写第17章，王跃龙编写中英对照等，全书由王建平教授进行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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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技术：数字与电气控制技术基础（第2分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第二版）的第二分册，是根据教育部面向21世纪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改要
求，在2003年第一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编写。
《电工电子技术：数字与电气控制技术基础（第2分册）》的特点是选材合理、适当，较好地体现了
“少而精”和“必需”、“够用”的原则；理论分析和概念阐述严谨、准确，较好地体现了教材内容
的科学性；内容丰富，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内容先进，突出实用，有利于开阔读者视野，激发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电工电子技术：数字与电气控制技术基础（第2分册）》的第二分册内容包括：数字电路基础、组
合逻辑电路、触发器与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数模和模数转换技术、存储器与可编
程逻辑器件、变压器和电动机、可编程控制器、总线、接口与互连技术，共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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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标13.2 模数（A／D）转换技术13.2.1 模数（A／D）转换器的基本工作过程13.2.2 并行模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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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14.9 FPGA器件的配置与CPLD器件的编程14.10 CPID和FPGA器件的开发软
件14.11 硬件描述语言习题第15章 变压器和电动机15.1 磁路分析基础15.1.1 铁磁材料的特点15.1.2 磁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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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5.3.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与机械特性15.3.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使用15.3.4 单相异步电动
机15.3.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绕组排布及重绕工艺简介15.4 三相同步电动机15.5 直流电动机15.6 控制电
机15.6.1 步进电动机15.6.2 伺服电动机15.6.3 测速发电机习题1.概念题2.计算题第16章 可编程控制器16.1 
工厂常用低压电器16.2 PLC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16.2.1 PLc基本结构16.2.2 PLc的工作原理16.2.3 PLC的
编程语言16.3 PLC的编程软元件16.3.1 用户数据的类型16.3.2 编程元件16.4 PLC指令系统16.4.1 PLc基本指
令系统16.4.2 PLc应用指令简介16.5 基本电气控制电路16.5.1 直接起动单向运行控制电路16.5.2 异步电动
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16.5.3 多机顺序联锁控制16.5.4 多处控制16.5.5 行程控制电路16.5.6 时间控制电路习
题1.概念题2.分析和仿真题第17章 总线、接口与互连技术17.1 通信的基础知识17.1.1 通信分类17.1.2 通
信方式17.2 串序通信17.2.1 RS一232接口17.2.2 RS-422／485接口17.2.3 USB接口17.2.4 1394接口17.3 工业局
域网基础知识17.3.1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17.3.2 网络的分类17.3.3 局域网拓扑结构17.3.4 传输介质17.3.5 介
质访问控制17.3.6 网络通信协议17.3.7 网络参考模型17.4 工业局域网的组网技术17.4.1 工业局域网的特
点17.4.2 工业局域网的选型17.4.3 网络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17.5 现场总线17.5.1 现场总线产生的背
景17.5.2 现场总线的定义与分类17.5.3 现场总线的特点与优点17.5.4 现场总线目前的发展情况17.5.5 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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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简介17.5.6 现场总线的发展习题附录 GXDeveloper，7.0编程软件GX—SimuIator6仿真软件中英
文名词术语对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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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集成1位全加器　　74Ls183是集成双1位全加器，输入信号为低位进位c，和两个加数A、B，输
出为全加和s与本级进位cn，在一个封装中有两个1位全加器，可用来构成一个2位二进制加法器。
　　10.5.2 多位加法器　　1.串行进位加法器　　由n个1位全加器的串联可构成n位加法器，每个全加
器各表示1位二进制数据，构成方法是依次将低位全加器的进位cn输出端连接到高位全加器的进位输
入端。
使用2个74Ls183可构成一个4位加法器。
　　这种加法器的每一位相加结果都必须等到低一位的进位产生之后才能形成，即进位在各级之间是
串联关系，所以称为串行进位加法器。
　　由于必须等待低一级进位才能形成正确的本级的进位和全加和，所以当进行n位二进制数运算时
，总运算速度只有1／n个1位全加器的运算速度，参与运算的位数越多，运算速度越慢，且结果和的
输出值在没有完成全部进位运算前有数据闪烁现象，需要增加锁存器以消除其影响。
该种形式的加法器结构简单，只能用在不要求运算速度的设备中。
　　2.先行进位加法器　　为了提高运算速度，必须设法减小由于进位引起的时间延迟，方法就是事
先由两个加数构成各级加法器所需要的进位。
集成加法器74Ls83就是一个先行进位加法器。
　　74Ls83可执行两个4位二进制数加法，有4位和输出，最后的进位由第4位提供，产生进位的时间一
般为22ns。
　　3.使用加法器实现减法　　在计算机中，二进制数的减法操作可以通过补码加法运算实现。
　　二进制负数补码的求法为反码加1。
例如求1101的补码，首先对110l求反，得到反码0010，然后再对得到的反码进行加1运算，即可得到补
码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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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工电子技术：数字与电气控制技术基础（第2分册）》由太原理工大学电工基础教学部组织
编写，全套教材共有六个分册，《电工电子技术：数字与电气控制技术基础（第2分册）》为第二分
册。
本分册主要介绍数字电路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与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数
模和模数转换技术、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变压器和电动机、可编程控制器、总线、接口与互连
技术等。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学校理工科非电类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也可作为离职、高专以及成人教育相应专业
的选用教材，还可以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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