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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保持第一版注重介绍数字逻辑设计的基本内容、概念和方法这一特点，又结合目前数字设计技术
的发展，更新了相应的硬件技术，加入了最新的可编程逻辑技术的知识，还引入了电子设计自动化的
设计工具，通过使用目前在数字逻辑设计中占主导地位的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描述了一些典型的设计
实例，帮助读者和工程师用硬件描述语言进行更深入的数字系统设计。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1章是对逻辑设计的整体概述；第2章至第5章涵盖组合逻辑的内容；第6章至第10
章则是有关时序逻辑的介绍。
    本书结构安排合理，清楚地定义了概念、技术、工具和实际问题，提供了大量的设计实例，并用这
些例子明确论述了设计经验和规则。
本书非常适合作为大专院校数字逻辑设计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数字逻辑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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