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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数字电子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几乎所有电子产品都在向数字化方向
发生着重大变革，对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本教材的修订仍然遵循器件、电路、应用相结合，以器件、电路工作原理及分析方法为基础、电
路应用为目的原则，体现&ldquo;难点分散、引导入门、利于教学&rdquo;的指导思想，保持我校电子
技术基础教学&ldquo;保基础、重实践、少而精&rdquo;的传统。
　　本版修订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对原教材章节次序作了一定调整，加强、整理、完
善和补充了VHDL语言、数字电路EDA设计方法、FPGA的开发与应用等内容，另增加数字系统综合设
计一章，介绍现代数字系统设计方法，使现代数字系统设计和实践方面的内容成为一条与传统内容并
行的教学路线。
　　通过删简一些较少使用的内容，完善和补充传统重要相关内容，使两条教学路线内容有机结合起
来。
加强电子系统的概念，将单元电路的分析、设计与应用系统设计有机的结合；加强集成器件及应用实
例的分析与设计，提高读者工程实际应用等能力。
　　通过增加一定数量例题、应用实例和习题拓展读者的知识面。
　　新教材整体教学内容略有增加。
增加一定数量具有实用意义的例题和习题，适当增加新型集成器件及实际应用电路等内容，使教材及
时反映器件和现代数字系统设计最新发展，弓l导读者主动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创新思维
能力。
　　本次教材编写过程中，宁改娣编写了第1～3章，赵进全编写了第4-6章，张克农编写了第7章、第8
章和各章中的VHDL语言部分，金印斌编写了第9章。
　　本书的初版和再版都是在我的导师沈尚贤教授编写的教材基础上进行的。
如今，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作者深切缅怀和纪念沈尚贤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的侯建军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在此，编者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教材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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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逻辑基础、集成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锁存器与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
、脉冲的产生与整形电路、数模和模数转换、半导体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及数字系统综合设计等
。
各章末有小结，并配有难易程度和数量都比较适当的思考题和习题。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仪器仪表类、电子信息科学类及
其他相近专业本、专科生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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