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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出版以来，受到使用者的欢迎，曾多次重印。
编者在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听取了众多使用本教材师生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为使本书能更好地体现高职教育特色，编者在第1版的基础上，本着“教材内容要紧密结合生产实际
，并及时跟踪先进技术的发展”的编写原则，对教材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教材完全保留了原书的特色和知识框架，增加和删除了部分内容，纠正了第1版中存在
的个别符号、图形等不规范的问题，具体修订了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更加突出“实用性、技能
性、应用性”，删除了一些繁琐的理论推导和逻辑器件内部电路的分析；增加了贴近实际工程应用的
实例和实训，有利于读者对知识点的理解。
　　2.每章开始给出了教学目标，便于组织教学及读者掌握教学的重点。
　　3.适当拓展了教材的广度，如数字电路的制作步骤等内容，对提高学生的工程实际应用能力起到
一定的帮助。
　　4.对标有“*”号的章节，可供选用。
其目的是方便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选用。
　　5.每章后的自我检测题全部改为客观题，更加方便学生的自我检测。
　　6.本教材配有电子教案，以便于教师教学和学术交流。
　　本教材总学时为78～90学时，在教学中可结合具体情况对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本教材第2章、第4章由陈美红修订，第6章由陈美红和孙丽霞共同修订，第7章由黄默修订，第8章
由马永军修订，其余由孙丽霞修订。
孙丽霞负责全书的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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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子技术（第2版）》是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类、电气控制类专业规划教材《数字电子
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修订版。
本着“教材内容要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并及时跟踪先进技术的发展”的编写原则重新对第一版教材进
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教材更加贴近生产实际，突出职业教育特色。
　　《数字电子技术（第2版）》共分9章，主要内容有：数字电路基础知识、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
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电路、数模与模数转换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和
可编程逻辑器件、数字电路读图与制作。
每章编有自测题和电路应用制作小课题，便于学生学完各章后进行自我检测和实训。
附录中介绍了数字电路的仿真软件、数字集成电路产品系列和常用集成芯片引脚图。
《数字电子技术（第2版）》具有内容精炼、实用性强、通俗易懂、注重新技术和新器件的应用等特
点。
《数字电子技术（第2版）》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子技术>>

书籍目录

第1章 数字电路基础知识1.1 概述1.1.1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1.1.2 数字电路的特点与应用1.1.3 常见的脉冲
波形1.1.4 数字电路的分类1.1.5 数字电路的学习方法1.2 常用的数制与码制1.2.1 数制1.2.2 几种数制之间
的转换1.2.3 码制1.3 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1.3.1 逻辑函数和逻辑变量1.3.2 3种基本逻辑运算1.3.3 常用的复
合逻辑函数1.3.4 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及相互转换1.3.5 逻辑代数的公式、定律和常用规则1.4 逻辑函数
的化简1.4.1 逻辑函数表达式的类型和最简式的含义1.4.2 逻辑函数的公式化简法1.4.3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
化简法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思考题与习题第2章 逻辑门电路2.1 二极管、三极管和MOS管的开关特
性2.1.1 二极管的开关特性2.1.2 三极管的开关特性2.1.3 MOS管的开关特性2.2 分立元件门电路2.3 TTL集
成逻辑门2.3.1 TTL反相器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2.3.2 TTL反相器的外特性及主要参数2.3.3 其他类型
的TTL门电路2.3.4 TTL集成逻辑门电路产品系列及使用中的几个实际问题2.4 CMOS集成逻辑门2.4.1
CMOS反相器2.4.2 其他类型的CMOS门电路2.4.3 CMOS集成逻辑门电路产品系列及使用中的几个实际
问题2.5 TTL电路和CMOS电路的接口2.6 实验与制作一简易抢答器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思考题与习题
第3章 组合逻辑电路3.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3.1.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3.1.2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
计3.2 加法器和数值比较器3.2.1 加法器3.2.2 数值比较器3.3 编码器和译码器3.3.1 编码器3.3.2 译码器3.4 数
据选择器和数据分配器3.4.1 数据选择器3.4.2 数据分配器3.5.实验与制作——四状态逻辑测试笔本章小
结自我检测题思考题与习题第4章 触发器4.1 基本RS触发器4.1.1 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4.1.2 逻辑功能的表
示方法4.1.3 集成RS触发器4.2 时钟控制的RS触发器4.2.1 电路组成及逻辑符号4.2.2 逻辑功能分析4.3 边沿
触发器4.3.1 负边沿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4.3.2 集成边沿JK触发器4.3.3 边沿D触发器的逻辑功能4.3.4 集成
边沿D触发器4.4 T触发器和T1触发器4.4.1 T触发器4.4.2 T1触发器4.5 实验与制作——8路智力竞赛抢答
器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思考题与习题第5章 时序逻辑电路5.1 概述5.1.1 时序逻辑电路的特点5.1.2 时序逻
辑电路的分类5.2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5.2.1 分析步骤5.2.2 分析实例5.3 寄存器5.3.1 数码寄存器5.3.2 
移位寄存器5.3.3 寄存器的应用实例5.4 计数器5.4.1 异步计数器5.4.2 同步计数器5.4.3 任意进制计数
器5.4.4 计数器应用实例5.5 顺序脉冲发生器5.5.1 计数型顺序脉冲发生器5.5.2 移位型顺序脉冲发生
器5.5.3 集成顺序脉冲发生器5.6 实验与制作——游戏机中的随机掷数发生器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思考
题与习题第6章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电路6.1 555定时器6.1.1 概述6.1.2 7555定时器6.2 单稳态触发
器6.2.1 单稳态触发器的工作特点6.2.2 用555定时器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6.2.3 集成单稳态触发器6.2.4 单
稳态触发器应用实例6.3 施密特触发器6.3.1 施密特触发器的工作特点6.3.2 用555定时器构成的施密特触
发器6.3.3 集成施密特触发器6.3.4 施密特触发器应用实例6.4 多谐振荡器6.4.1 多谐振荡器的工作特
点6.4.2 由集成门电路构成的多谐振荡器6.4.3 用555定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6.4.4 石英晶体多谐振荡
器6.4.5 多谐振荡器应用实例6.5 实验与制作——触摸式定时开关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思考题与习题第7
章 数模与模数转换电路7.1 概述7.2 D／A转换器7.2.1 D／A转换器电路组成及基本原理7.2.2 D／A转换
器7.2.3 集成D／A转换器应用实例7.3 A／D转换器7.3.1 A／D转换器的电路组成及基本原理7.3.2 A／D转
换器7.3.3 集成A／D转换器应用实例7.4 实验与制作——程控电压源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思考题与习题
第8章 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8.1 半导体存储器8.1.1 只读存储器ROM8.1.2 随机读写存储
器RAM8.2 可编程逻辑器件8.2.1 可编程逻辑阵列PLA简介8.2.2 可编程阵列逻辑PAL简介8.2.3 通用阵列逻
辑GAL简介8.2.4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简介8.3 实验与制作——用EPROM实现可编程控制灯本章小结
自我检测题思考题与习题第9章 数字电路读图与制作9.1 读图的基本要求、方法和步骤9.1.1 读图的基本
要求和方法9.1.2 读图的基本步骤9.2 读图实例9.2.1 2位二一十进制加法器电路9.2.2 数字钟电路9.3 数字电
路系统设计与制作9.3.1 数字电路系统设计的一般方法9.3.2 数字电路系统的制作本章小结自我检测题思
考题与习题附录附录I 数字电路的仿真软件——EWB的应用附录Ⅱ 数字集成电路产品系列附录Ⅲ 常用
集成芯片引脚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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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字电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根据课程的特点，学习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提高对本课程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学习。
本课程在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①本课程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基
础；②本课程是为培养学生的电子技术应用能力服务的；③本课程所学的元器件和基本电路在工程实
践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
　　（2）数字电路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电路的逻辑功能。
它所使用的数学工具是逻辑代数，描述电路逻辑功能的主要方法是真值表、逻辑函数表达式、状态转
换图、波形图等。
必须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工具及方法。
　　（3）重点掌握数字器件的外部逻辑功能、使用方法及其功能的扩展。
对内部电路的原理分析是为了加深对外部功能的理解，学会逻辑分析和逻辑设计的基本方法。
　　（4）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理论学习要为培养电子技术能力服务。
本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重视实验、实训与课程设计。
　　（5）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电子技术工作是严、细、实的工作，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习惯。
在实验实训时必须严格遵守实验规则和安全操作规程，防止损坏仪器设备和发生重大设备、人身安全
事故。
正确使用仪器、仪表，正确读数，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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