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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全新的实用型数字电子技术教材，潘松等主编的《实用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借鉴了目前国外知名
高校同类教材的选材和教学理念，将传统手工数字技术与现代自动化数字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工程理论
有机融合，使读者能十分流畅地实现从学习传统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向现代数字技术的平滑过渡及大幅
跨越！

《实用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将目标定位于使学生在数字电子技术的基础
理论（包括VerilogHDL的学习）、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三方面有明显的进步。
引导学习者基于全新的数字技术平台上强化自己的学习效果，得以高起点地适应相关后续课程的要求
，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先修基础知识的依赖。

本书前4章以及第6、7章等的主干内容与传统教材的安排基本相同，包括数制、逻辑门基本结构与功能
、逻辑函数、组合电路、触发器和时序电路等，但减少了门电路与脉冲电路底层电路结构的内容，这
有利于将此课程安排得尽可能的提前。
教材的核心创意是引入了广义译码器概念、计数器一般模型以及状态机，为传统手工数字电子技术与
现代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与平滑过渡奠定了基础。
故在第5、第8以及后续章节的部分内容中逐级引入了现代数字技术的基础内容。
尽管本书涉猎内容广泛，各章内容结构严谨、相互依存、前后穿插，但通过科学的编排，整体授课学
时数反而大为减少，这为学习者增加了更多的实践机会。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工程、通信、工业自动化、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的专业基础教材或课外自
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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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组合逻辑电路模块结构各异，功能繁多，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电路的输出数据总是当前
输入数据的函数。
或者说，在任何时刻电路的输出状态仅取决于此刻的输入状态，而与电路原来的状态无关。
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关系，我们可以暂时抛开它们特定的功能和名称，如加法器、比较器、多路选择器
等，而仅用一张真值表来表达任何功能类型的组合电路，从而使任何组合电路模块的分析和设计只需
面对一张真值表即可。
　　可以这样考虑，如果一个电路有3个数据输入端，2个数据输出端，它们的组合逻辑关系可以表述
为表4-3的形式（尽管它是一个表决器真值表）。
在此典型的真值表中，于左面列出输入信号的所有取值，右面列出输出信号的取值。
于是类似的真值表所表达的可以是一个全加器，也可以是一个比较器，或者是一个特殊的译码器。
任何功能的改变仅取决于输入或输出变鼍的数量和表中的数值。
因此，真值表是任何组合电路设计都必需的，且最基本的建模形式。
　　另外，如果将真值表的输出数据看成输入码所对应的编码，那么，所有组合电路模块的功能都能
看成一种译码行为：其输入的所有数据，无论是加数、被加数、通道选择控制信号、比较器数据还是
使能控制数据，全部可以看成一组译码输入数据，而输出的数据就是对应的译码数据。
由此，我们就能将所有组合电路模块的功能都看成一种译码行为。
对于这种一股意义上的译码电路，我们权且称其为广义译码器。
　　这样一来，对于任何类型的组合电路的设计就归结为对一个指定功能的广义译码器的设计，而针
对广义译码器设计建模的关键是给出对应的真值表。
有了这张真值表，如果使用传统的手工设计实现方法，就可以沿用4-2节给出的流程来完成全部电路的
设计与实现；如果使用现代自动设计技术，那么主要的手工工作就止于广义译码器真值表的抽象，或
者说是编制。
也就是说，对于自动设计流程，真值表一旦确定，余下的设计、分析和电路实现工作都可由计算机来
完成了，于是电路性能和设计效率大为提高。
　　广义译码器的引入有利于在认识上将各类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简化成一张真值表的表达，同时使
传统的数字技术概念和设计方法顺利地过渡到对现代自动设计技术的理解和把握，甚至包括对以后将
要介绍的时序电路的结构、功能和设计的深入理解和高效设计奠定可靠的基础。
后面我们将会发现，在更一般的同步时序逻辑，即有限状态机的结构中，这个广义译码器其实就是一
个状态译码器。
由此证明，无论是对组合电路还是时序电路，广义译码器具有意义深远的一般性含义、结构和功能。
　　相关的内容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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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引入了广义译码器概念和状态机，将基于传统方式繁复而不具一般意
义设计方法回归为一个简单译码器的设计，实现了传统数字技术与现代自动化数字技术有机融合。
大幅减少逻辑门底层电路结构和脉冲电路的介绍，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前期基础知识的依赖，使得此课
程能大幅提前。
实践证明最早可于本科第一学期开设此课程。
改变作为孤立的数字电路课程课本来构建的传统做法，而是兼顾其与后续课程的衔接，并为之营建良
好的接口，使得有利于与重要后续课程构成创新能力教学课程体系。
除了传授数字电路基础知识外，本教材的另一定位是作为自主创新意识的启蒙教材。
即通过教学的启迪和大量的实验项目，能动地激发学习者的创新意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
完全不必费时费力地学习HDL语法，却能以“表格”形式来流畅地使用HDL，以面对数字电路的自动
设计，极大缩短了授课学时数，从而聚焦重点知识和实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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