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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江西省高等学校数字逻辑精品课程教材，学时数为54～60。
　　“数字逻辑”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电气信息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在专
业课程体系中，它是硬件系列课程的先修课。
本书是根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围绕着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编写的。
因此，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精选教学内容。
在选取教学内容时，注重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实用性和先进性，使学生在学习完本书后对数字系统有
全面的了解。
　　（2）突出重点。
对于本书的重点章节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如在第3章逻辑代数与逻辑函数化简中，通过列举大量的
例题详细地介绍逻辑代数化简逻辑函数的方法；在介绍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时，循序渐进、图文并茂
地介绍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的方法，帮助学生较好地掌握逻辑函数化简的方法。
在第4章组合逻辑一章中重点介绍了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由于触发器是时序逻辑电路的基础，所以
在第5章中，重点介绍了各触发器的状态表及使用状态表分析触发器的工作过程，对状态表、状态图
的转换和波形图做了较详尽的叙述。
　　（3）强调实用性。
突出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集成逻辑器件的使用方法，还突出了数字电路的分析方法、数字集成电路
组件逻辑功能分析和集成逻辑器件的使用。
　　（4）突出对学习能力的培养。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把每节的重点教学内容精心设计成思考题，学生通过思考题的训练，能够掌握本
节的知识，达到教学要求；书中还配有大量的例题和习题供学生学习与训练。
　　本书由江西农业大学何火娇担任主编，并完成统稿工作，河北农业大学任力生和河南农业大学姚
传安担任副主编。
其中，第1～3章、第5、6章由何火娇、任力生、姚传安等编写，第4章、第7章、第8、9章分别由江西
农业大学华晶、殷华和肖志勇等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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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逻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电气信息类专业“数字逻辑”课程的教材。
全书共分为9章，主要内容有数字电路基础、逻辑运算门电路、逻辑代数和逻辑函数化简、组合逻辑
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数，模、模，数转换和数字系统设
计等。
　　“数字逻辑”课程是电气信息类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
《数字逻辑》精选教学内容，突出数字电路的分析方法和数字集成逻辑器件功能分析，具有重点突出
、叙述通俗和实用的特点；并从学生自学的角度出发，把每节的重点教学内容精心设计成思考题，以
便帮助学生掌握本节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书中还配有大量的例题和习题供学生学习与训练。
　　《数字逻辑》适合作为计算机专业本科生“数字逻辑”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电气信息类其他相
关专业的教材；相关工程技术人员还可将此书作为学习数字逻辑知识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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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火娇，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担任江西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计算机与信息学院院
长、软件学院院长，江西省高等学校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江西省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江西省软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教
育厅计算机教育考试专家组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图形学。
　　近十多年来，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江西省农业科技攻关项目3项，江西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4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3项等；发表学术研究论文30多
篇，主编教材7本。
曾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逻辑>>

书籍目录

第1章 数字电路基础1.1 数字电路概述1.1.1 数字逻辑电路的发展史1.1.2 数字信号与数字电路1.1.3 逻辑变
量、常量和逻辑函数1.2 基本逻辑和复合逻辑1.2.1 基本逻辑1.2 2复合逻辑1.3 数字电路与数字系统1.4 数
字电路中的常用编码1.4 1二一十进制码1.4.2 可靠性代码小结习题第2章 逻辑运算门电路2.1 二极管门电
路2.1.1 二极管与门电路2.1.2 二极管或门电路2.2 三极管门电路2.2.1 晶体管的开关特性2.2.2 晶体管非门
电路2.2.3 TTL与非门电路2.2.4 TTL门电路的参数2.3 三态门2.3.1 三态门的电路结构2.3.2 三态门工作原
理2.4 集成逻辑门电路的使用和注意事项2.4 1集成逻辑门电路的外形2.4 2注意事项小结习题第3章 逻辑
代数和逻辑函数化简3.1 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3.1.1 逻辑代数运算法则3.1.2 三个基本法则3.2 逻辑函数的
最小项标准表达式3.2.1 逻辑函数不同表示形式32.2 最小项的定义及其性质3.2.3 最小项标准式3.3 逻辑函
数的化简3.3.1 最简逻辑函数3.3 2逻辑代数化简法3.3.3 卡诺图的结构3.3.4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表示3.3.5 与
或逻辑函数化简3.3.6 无关项的化简小结习题第4章 组合逻辑电路4.1 组合逻辑电路的结构与特点4.2 组
合逻辑电路的分析4.2.1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4.2.2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举例4.3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
计4.3.1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4.3.2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举例4.4 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与冒险4.4.1 
产生竞争冒险现象的原因4.4.2 冒险的分类4.4.3 冒险现象的判别4.4.4 冒险现象的消除4.5 常用中规模组
合逻辑器件4.5.1 编码器4.5.2 译码器4.5.3 数据选择器和数据分配器4.5.4 加法器4.5.5 数值比较器4.6 应用
案例4.6.1 编码器的应用4.6.2 译码器的应用4.6.3 数据选择器的应用4.6.4 全加器的应用4.6.5 数值比较器的
应用小结习题第5章 触发器5.1 基本Rs触发器5.1.1 基本Rs触发器的结构5.1 2触发器逻辑功能分析5.2 可
控Rs触发器5.2.1 可控Rs触发器的结构5.2.2 逻辑功能分析5.2.3 带直接置位、复位的可控Rs触发器5.2.4 触
发器的空翻问题5.3 集成触发器5.3.1 维持阻塞D触发器5.3.2 JK触发器5.3 3触发器之间的转换5.3.4 触发器
分析举例5.3.5 触发器的选用和使用注意事项小结习题第6章 时序逻辑电路6.1 概述6.2 时序逻辑电路分
析6.2.1 时序电路概述6.2 2时序逻辑电路分析步骤6.2.3 同步时序逻辑分析案例6.2.4 异步时序电路分析6.3 
寄存器6.3.1 数码寄存器6.3.2 集成移位寄存器6.4 计数器6.4.1 同步二进制计数器6.4.2 异步计数器6.5 中规
模集成计数器6.5.1 同步4位二进制计数器74LS1616.5.2 二进制可逆计数器74LSl6965.3 异步集成计数
器74LS9065.4 十进制可逆集成计数器741.S1926.5.5 脉冲分配器小结习题第7章 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
辑器件7.1 概述7.2 半导体存储器7.2.1 只读存储器7.2.2 随机存取存储器7.2.3 存储器的扩展7.3 可编程逻辑
器件7.3.1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7.3.2 VHDI_.简介7.3.3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开发流程小结习题第8章 数／
模和模／数转换电路8.1 概述8.2 数／模转换电路8.2.1 数／模转换器的原理与结构8.2.2 数／模转换器的
性能指标8.2.3 典型数／模转换器的应用8.3 模／数转换电路8.3.1 模，数转换器的原理与结构8.3.2 模／
数转换器的性能指标8.3.3 模／数转换器的应用小结习题第9章 数字系统设计9.1 EDA概述9.1.1 EDA技术
的发展概况9.1.2 EDA常用软件9.2 Protel辅助电路板设计软件简介9.3 Protel软件设计案例9.3.1 原理图设
计9.3.2 PCB设计9.4 数字系统综合设计实例：七段LED显示器9.4.1 LED显示原理概述9.4.2 电路板设
计9.4.3 VHDL设计小结习题附录A部分思考题及习题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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