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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职业技能应用规划教材：数字电路基础与实验实训》根据培养技术应用型
人才的特点编写，重点突出了教材的实用性，强调应用技术能力的培养。
主要内容包括数字逻辑电路基础知识、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A-D
与D-A转换、半导体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同时介绍了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电路故障的诊断技
术和安全用电常识，安排了9个实验项目和4个实训项目的能力训练内容。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职业技能应用规划教材：数字电路基础与实验实训》可作为高校电子信息
、计算机、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机电等专业用，也可供对数字电了技术感兴趣的人员和相关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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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3.3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分类和特点 在实际应用中，PLD可根据其结构、集成度以及
编程方法进行分类。
 1.根据与阵列和或阵列是否可编程分类 （1）与阵列固定、或阵列可编程的PLD。
PLD最早的产品，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PROM就是采用这种形式。
现在市场上供应的PROM的最高密度达一个芯片200万位以上。
 优点：能够较方便地实现多输入多输出组合函数，可以实现任何组合逻辑功能，而且由于它以最小项
为基础，因此在设计中无须对函数化简。
对于每一种可能的输入组合，就相应得到一组可以独立编程的输出，大大扩展了可编程逻辑的思想，
减少了输入变量的引脚数，并能与TTL电路兼容。
 缺点：输入增加时，它的与阵列输出（即乘积项）个数以2的级数增加，这样可导致与乘积项成正比
的芯片面积、成本和开关延时相应迅速增加，从而速度变慢；大多数逻辑函数并不需要使用输入的全
部可能组合，这是因为其中许多组合是无效的或不可能出现的，使得芯片利用率较低。
 （2）与阵列和或阵列均可编程的PLD。
此类PLD 的与阵列采用部分译码方式，通过编程产生函数所需的乘积项，乘积项不一定是全部n个输
入的组合。
它的或阵列可编程，并通过选择所需要的乘积项相或，在输出端产生乘积项之和的函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器件（Field Programmable Logic Array，FPLA）采用了这
种结构。
 与PROM相比，它的优点在于阵列较小，使用灵活，速度快。
双重可编程阵列使设计者可以控制器件的全部功能，既使设计变得容易，同时又有效地提高了芯片的
利用率，缩小了系统体积。
 它的缺点是制造工艺复杂，编程缺少高质量的支撑软件和编程工具，且价格较高，因而使用不广泛。
 （3）与阵列可编程或阵列固定的PLD。
在此类PLD中，与阵列可编程，或阵列是固定的。
每个输出是若干乘积项之和，其中乘积项的数目是固定的。
这种结构不仅能实现大多数逻辑功能，而且提供了最高的性能和速度，是PLD目前发展的主流。
 2.按集成度分类 随着集成工艺的发展，PLD的集成规模越来越大，集成度从几百门每片发展到几千门
每片，甚至几百万门每片。
据此，PLD可分为低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Low Densitv PLDLDPLD）和高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High
Density PLD，HDPLD）两大类。
 （1）LDPLD。
LDPLD通常指集成度小于1000门每片的PLD。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产生的PLD，如PROM、PLA、PAL和GAL均属于此类。
与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相比，它有集成度高、速度快、设计灵活方便、设计周期短等优点，因此得到广
泛应用。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集成密度低，它已很难满足大规模以及超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ASIC）
在规模和性能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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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职业技能应用规划教材:数字电路基础与实验实训》可作为高校电子信息、计算
机、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机电等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对数字电子技术感兴趣的人员和相关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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