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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李晶皎、李景宏、曹阳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配套用书，是为任课教师和学习该课的学生编写的，既可作为任课教师教
学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书，还可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导用书。
本书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教材内容，巩固基本概念和定义，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学
以致用。
全书由1～9章和附录A、B组成，1～9章内容涉及数字逻辑基础、逻辑门电路、硬件描述语言VHDL基
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基础、数字系统设计基
础。
每章由学习要点、例题解析和习题解答三部分组成。
“学习要点”对本章内容进行高度概括，使读者可以快速地把握知识要点，从而提高复习效率； “例
题解析”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例题，并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解答； “习题解答”给出了主教材习题的详
细解答。
附录A给出了2006年以来东北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附录B是附录A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的详细解
答。
本书第1章、第5章由闫爱云、王爱侠、吴鹏编写，第2章、第3章、第7章、第9章、附录A、附录B由李
晶皎、王爱侠、闫爱云编写，第4章、第6章、第8章由李景宏编写。
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李亮、王亮、薛长江、刘宇、王光勇等都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书中可能存在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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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 (李晶皎、李景宏、曹阳编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配套用书。
前9章的主要内容是教材各章的学习要点、例题解析和习题解答。
后面的两个附录是2006年以来东北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和考题解答。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类、电子类、自动化类等有关专业学生的辅导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
入学考试的指导用书，还可作为教师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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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晶皎，于1985年获东北大学自动化学士学位，于1988年获东北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学位，
于1998年获东北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博士学位。
现为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2010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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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习题解答 附录A　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A1　东北大学2006年 　A2　东北大
学2007年 　A3　东北大学2008年 附录B　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解答 　B1　东北大学2006
年 　B2　东北大学2007年 　B3　东北大学2008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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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卡诺图：这是真值表的一种图形化表示方法，是按逻辑相邻特性画出的一种方块图。
它主要用于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和变换。
5）各种表示方法之间的相互转换（1）由真值表写出逻辑函数式，方法如下：·找出真值表中所有使
逻辑函数F＝1的那些输入变量取值的组合；·每组输入变量取值的组合对应一个乘积项，其中取值为
“1”的写为原变量，取值为“0”的写为反变量；·将这些乘积项相或，即得F的逻辑函数式。
（2）由逻辑函数式画出逻辑图，方法如下：·按照题目要求将逻辑函数式转换成指定形式；·用逻
辑图形符号代替逻辑函数中的运算符号；·按照从输入到输出的顺序将逻辑图形符号连接起来。
（3）由逻辑图写出逻辑函数式，方法如下：·从输入到输出逐级写出各逻辑符号所对应的逻辑运算
式；·从输出到输入依次写出各级的逻辑运算式，最终得到该电路的逻辑表达式。
（4）由逻辑函数式画出卡诺图，方法如下：·将逻辑函数式转换成标准的与或式；·在卡诺图中填
入具体的值，如果最小项出现在函数式中，则在卡诺图的对应小方格中填1，否则填0；·如果函数式
中含有无关项，则在卡诺图的对应小方格中填×。
6）逻辑函数的两种标准表达式逻辑函数的两种标准表达式为：最小项构成的“与或”表达式和最大
项构成的“或与”表达式。
（1）最小项：如果一个具有n个变量的逻辑函数的“与项”包含全部n个变量，每个变量以原变量或
反变量的形式出现，且仅出现一次，则这种“与项”被称为最小项。
最小项的特点有：·仅一组变量的取值能使某个最小项的取值为1，其他组变量的取值全部使该最小
项的取值为0；·任意两个最小项的逻辑与恒为0；·对n个变量的最小项，每个最小项有n个相邻项；
相邻项是指两个最小项仅有一个变量互为相反变量。
（2）最大项：如果一个具有n个变量的逻辑函数的“或项”包含全都”个变量，每个变量以原变量或
反变量的形式出现，且仅出现一次，则这种“或项”被称为最大项。
最大项的特点有：·仅一组变量的取值能使某个最大项的取值为0，其他组变量的取值全部使该最大
项的取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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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学习指导及题解》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逻辑与数
字系统设计》(李晶皎、李景宏、曹阳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配套用书。
每章由学习要点，例题解析和习题解答三部分组成。
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教材内容，巩固基本概念和定义，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要点对本章内容进行高度概括，使读者可以快速地把握知识要点，从而提高复习效率；例题解析
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例题，并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解答；习题解答给出了主教材习题的详细解答。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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