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子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电子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15132468

10位ISBN编号：7115132461

出版时间：2005-1

出版时间：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王建珍 编

页数：319

字数：49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子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为五篇，共12章。
第一篇为基础知识，包括逻辑代数基础、逻辑门电路基础两章，主要介绍数字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和
基本功能电路，为实际使用这些代数方法和器件打下必要的基础；第二篇为数字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包括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3章，主要介绍简单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第三篇
为中规模通用集成电路设计，包括常用中规模组合逻辑电路、常用中规模时序逻辑电路、数/模和模/
数转换器3章，主要介绍中规模集成电路的功能和扩展应用；第四篇为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包括半
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两章，介绍大规模集成电路功能和扩展应用；第五篇为数字系统设计部
分，介绍小型数字系统的设计，以培养学生解决较复杂问题的能力。
全书覆盖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共安排12个设计实例和5个课程设计，插于不同的章节
或独立成章，使能力培养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电气、计算机及信息类本科专业“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
供其他各相关专业的学生和从事电子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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