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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自2004年出版以来，一直作为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数字逻辑》课程的教材使用，同
时也是复旦大学理科平台课程的教材之一，针对这几年教学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本次再版时
对2007年的第二版教材做了一些改动：第一，当初确定本教材的整体构想是以数字逻辑为主，对于数
字集成电路的内部结构基本不加涉及，这样可以在尚未学习模拟电路课程时就开始学习本课程，但是
考虑到有些内容，例如延时、冒险、竞争等与电路内部结构具有一定联系，书中加入关于晶体管开关
作用的一节，这次再版时，为了更好地阐述数字集成电路的特性，将它改成了数字集成电路的电气特
性，而将原来的晶体管开关作用以及门电路的结构等内容作了一些补充与改动后放在附录中。
第二，在《触发器》一章中增加了用触发器构成延时单元，进而解决数字信号处理一类问题的设计方
法，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关于同步时序逻辑的设计中有限状态机方法的一种补充，使得一些比较简单的
同步时序问题不必沿用有限状态机设计这样一个固定的套路，相应地对原来同步时序设计中的部分内
容也作了修改。
第三，考虑到现在数字电路的时钟速率越来越高，在设计同步时序电路的时候对于时钟信号的限制越
来越重要，因此在教材中增加了一节关于时钟信号限制的內容。
另外，本次再版时对原书中的一些错误做了修正，增加了部分习题。
在本书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同事任至镐、王勇、尹建君等老师的许多帮助，也得到本书责任编辑
梁玲博士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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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电子学基础课程中关于数字逻辑部分的教材，在内容安排上注重各种逻辑功能的设计思想、实
现方法和设计过程，着重培养学生对于数字逻辑的基本分析与设计能力，具体电路的分析为基本原理
和基本分析方法服务。
    本书除了最基本的逻辑代数理论外，还详细讨论了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的原理、分析和设计过程。
在组合逻辑中除了常用逻辑模块外，还介绍了各种运算电路。
在时序逻辑中不仅对同步时序电路展开了讨论，还详细讨论了异步时序电路。
最后，本书还介绍了数字系统的EDA设计过程，力图使读者能够对整个数字逻辑系统有一个比较全面
的了解。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相关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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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2.2数字系统设计的一般过程 目前的数字系统设计普遍采用自顶向下（Top—down
）的设计方法，该方法的核心就是首先将一个数字系统的功能要求分析清楚，然后根据系统功能将系
统层层分解，直到可以用基本模块实现。
 一般而言，用硬件实现一个数字系统不外乎以下几种方法：全部用标准的数字逻辑模块器件实现、全
部用PLD实现、用标准模块器件和PLD混合实现。
 标准的数字逻辑模块器件由于其集成规模较小，一般适用于系统规模不大的场合，可编程逻辑芯片具
有集成规模大、可以反复编程、设计工具完善等一系列优点，所以在进行数字系统（尤其是大规模数
字系统）设计时，一般都采用可编程逻辑器件进行。
 采用不同的实现方法，其实现过程也不同，自顶向下的设计过程也略有差别，一般而言，按照自顶向
下的设计方法，大致上可以将数字系统设计分成以下3个步骤。
 步骤一 系统功能级设计 在系统功能级（System Function Level）进行设计的第1步是系统需求分析系统
的任务、要求、功能等统称为系统需求，只有彻底搞清楚系统需求以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设计工作，所
以系统功能级设计的工作至关重要。
 系统需求明确以后，可以确定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同一个任务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方案，例如对
于一个数字系统而言，总可以用可编程逻辑器件或传统的数字逻辑器件来实现，这种实现方案被称为
硬件（Hardware）实现，也可以借助于计算机用软件（Software）实现，还可以用微程序实现，这被称
为固件（Firmware）实现，这里就存在一个合理选择实现方案的问题，后面两种实现方法已经超出本
书的讨论范围，这里不作讨论，但是即使只用硬件实现，也还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方案，例如实现一个
加法就可能有并行加法和串行加法两种选择，前者速度快但结构复杂，后者则恰恰相反，由于总体方
案涉及系统的速度、复杂度、性能价格比等诸多因素，所以必须认真进行选择。
 功能级设计的结果是得到一份设计说明书，该说明书需详细记录系统的需求以及实现这些需求的系统
总体方案。
 步骤二行为级设计 行为级（Behavior Level）设计是在系统方案确定之后，从逻辑结构上对系统进行划
分，确定系统的结构以及系统的控制算法的过程。
 系统的划分过程是由粗到细层层进行，开始可能只有控制子系统和数据子系统两个大模块，然后根据
逻辑功能将两个模块进一步细分，细分的依据是按照系统的工作原理进行的，逻辑划分结束后，应该
得到系统的逻辑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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