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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实用规划教材：数字逻辑与VHDL逻辑设计》是根据计算机类专业
教学的需要编写的，既考虑到计算机专业对数字逻辑课程的要求与其他电气信息类专业的不同，也考
虑到与计算机组成原理等后继课程的衔接。
全书内容包括逻辑代数基础、门电路、VHDL语言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
用VHDL设计逻辑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数／模与模／数
转换等内容。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用VHDL设计组合逻辑、触发器、寄存器和时序逻辑的方法。
本书的重点内容有丰富的例题和习题，便于自学。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实用规划教材：数字逻辑与VHDL逻辑设计》可作为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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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5.1 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 如果以逻辑变量作为输入，以逻辑运算结果作为输出，
那么当输入变量的取值确定后，输出的取值便随之而定。
输入与输出之间就是一种函数关系，称为逻辑函数。
写作： Y=F（A，B，C，⋯） 由于逻辑变量的取值只有0和1两种，逻辑运算结果也只有0和1两种可能
，因此逻辑函数是二值函数。
 任何一个具体的因果关系都可以用一个逻辑函数来描述。
常用的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有逻辑真值表、逻辑函数式、逻辑图、卡诺图、波形图和硬件描述语言等
。
各种表示方法可以相互转换。
 1.逻辑真值表 将输入变量的所有可能的取值下对应的输出值都找出来列成表格，就得到该逻辑函数的
真值表（Truth Table）。
N个变量的真值表有2N行。
真值表唯一地表示了一个逻辑函数。
如果两个逻辑函数的真值表相同，则这两个逻辑函数相等。
 真值表的特点是直观明了，可以直接看出输出逻辑函数与输入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把一个实际问题
抽象成数学函数时最方便。
但是，当变量比较多时显得过于烦琐，也不能用公式定理进行运算。
 2.逻辑函数式 把输出逻辑函数与输入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写成与、或、非等运算的组合形式，就得到
了逻辑函数表达式（Logic Expression）。
 逻辑函数式的特点是简洁方便，便于用公式定理进行运算变换。
但是，当逻辑函数比较复杂时，难以直接从变量取值看出逻辑函数的值。
 3.逻辑图 根据逻辑函数表达式将逻辑函数用相应的图形符号画成图，就得到逻辑图（LogicDiagram）
。
逻辑图是制作数字电路的依据。
 4.卡诺图 卡诺图（Karnaugh map）是一种用方格图形表示逻辑函数的方法。
将n变量的全部最小项各用一个小方块表示，并将具有逻辑相邻性的最小项在几何位置上也相邻地排
列起来，所得到的图形称为n变量的卡诺图。
 卡诺图与真值表完全对应，是化简不超过5个逻辑变量的逻辑函数的最常用、最方便的数学工具。
 5.波形图 波形图（Waveform Diagram）是用高、低电平表示输入逻辑变量不同取值与其输出逻辑函数
值之问关系的图形方法。
波形图用直观的图形表示出抽象的逻辑关系，能够表现输m与输入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关系。
 6.硬件描述语言 EDA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在数字逻辑设计中应用形式语言描述逻辑关系、数字系统的功
能和结构。
硬件描述语言（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的成熟使VLSI、微处理器和数字系统设计的“硬件设
计软件化”成为现实。
目前应用较多的硬件描述语言有VHDL、Verilo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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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实用规划教材:数字逻辑与VHDL逻辑设计》可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工程、软件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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