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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秋天在“教育部电子信息科学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会”的主持下，重新修
订了“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基本教学要求”。
基本要求再次强调了本课程的性质是“电子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技术基础课”。
其任务在于“使学生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数字电子
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本书正是为适应该基本教学要求而编写的。
　　当前，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开发数字系统的方法和用来实现这些方法的工具已经发生了很
大变化，但作为理论基础的基本原理没有改变。
对于学生来说理解这些原理以便进行应用，其要求并未降低。
就数字系统的硬件实现而言，标准中小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已不再广泛使用，然而，这些器件经常还会
以不同形式出现，这些电路对于研究数字系统基本构成模块的工作原理还具有重要意义。
中小规模标准元件的接线及实验，在许多入门性的教学及基础实验课程中仍占有重要位置。
为此本书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传统数字逻辑电路教材的基础内容。
　　学习数字逻辑电路课程，常使学生感觉到的一个难点是：除了利用以逻辑代数为基础的规范方法(
对组合逻辑电路按真值表—表达式—电路图步骤进行设计，对时序逻辑电路按状态定义—状态表—输
出和驱动方程—电路图步骤进行设计)来进行电路设计外，如何能利用现有的中规模器件来实现一些较
为复杂的数字电路与系统。
为增强学生的系统设计能力，本书的一个特点是：除一些常规的例题外，增加了一些实用性强、应用
广泛、有一定难度的实例。
例如，简易键盘编码电路、多位数字译码显示、计算机输入／输出接口译码电路、数码管动态显示电
路、BCD码加法器、求两数之差绝对值电路、BCD—二进制代码转换电路、键盘扫描电路、串行加法
器、串行累加器等。
通过对这些实例的学习，除增强系统设计能力外，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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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立项研究项目。
　　本书是根据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的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基本要求编写的。
教材系统地介绍了数字逻辑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数字逻辑部件的功能和应
用。
主要内容包括：数字逻辑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常用组合逻辑功能器件、时序逻辑电路
、常用时序逻辑功能器件、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脉冲信号的产生与整形、数模和模数转
换。
本教材将硬件描述语言的介绍渗透于各个章节。
　　本教材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便于教学。
全书叙述简明，概念清楚；知识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例题、习题
丰富，各章还配有复习思考题。
　　本教材可供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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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逻辑门电路　　逻辑门电路是指能完成一些基本逻辑功能的电子电路，简称门电路，它
是构成数字电路的基本单元电路。
从生产工艺上看，门电路可分为分立元件门电路和集成门电路两大类。
分立元件门电路目前已很少采用，本章将主要介绍集成门电路。
本章首先介绍晶体管的开关特性，然后着重讨论目前广泛使用的TTL和CMOS门电路的逻辑功能和电
气特性（主要是外部特性），并简要地介绍其他类型的双极型电路和MOS门电路，最后讨论TTL
和CMOS电路的接口。
　　2.1　晶体管的开关特性　　数字集成电路按所用半导体器件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双
极型晶体管为基本元件组成的集成电路，称为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属于这一类的有DTL（Diode
Transistor Logic）、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和ECL（Emitter Coupled Logic）等电路；另一类是
以MOS晶体管为基本元件组成的集成电路，称为MOS型（或单极型）数字集成电路，属于这一类的
有NMOS（N—Channel Metal-Oxide-Semiconductor）和CMOS（Complement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等电路。
　　在数字电路中，经常将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作为开关元件使用，它们在电路中的工
作状态有时导通，有时截止，并能在信号的控制下进行两种状态的转换。
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大信号运用。
一个理想的开关，接通时阻抗应为零，断开时阻抗应为无穷大，而这两个状态之间的转换应该是瞬间
完成的。
但实际上晶体管在导通时具有一定的内阻，而截止时仍有一定的反向电流，又由于它本身具有惰性（
如双极型晶体管中存在着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场效应管中存在着极间电容），因此两个状态之间的
转换需要时间，转换时间的长短反映了该器件开关速度的快慢。
下面讨论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和MOS管的开关特性。
　　1.半导体二极管的开关特性　　由于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所以在数字电路中经常把它当做开
关使用。
正向运用时，电阻很小，接近短路；反向运用时，电阻很大，接近断路。
所以用它做开关是合适的。
图2.1是硅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逻辑电路与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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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