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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1999年8月教育部高教司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基本要
求》）和《高职高专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以下简称《培养规格》）的精神，由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北京万水电子信息有限公司精心策划，聘请我国长期从事高职高专教学、有丰富教学经验
的教师执笔，在充分汲取了高职高专和成人高等学校在探索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
和教学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此套《21世纪高职高专新概念教材》。
　　为了编写本套教材，出版社进行了广泛的调研，走访了全国百余所具有代表性的高等专科学校、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高等院校以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在广泛了解情况、探
讨课程设置、研究课程体系的基础上，经过学校申报、征求意见、专家评选等方式，确定了本套书的
主编，并成立了编委会。
每本书的编委会聘请了多所学校主要学术带头人或主要从事该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学大纲的确定以及
教材风格的定位均经过编委会多次认真讨论。
　　本套《21世纪高职高专新概念教材》有如下特点：　　（1）面向2l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结合高
职高专学生的培养特点，具有鲜明的高职高专特色。
本套教材的作者都是长期在第一线从事高职高专教育的骨干教师，对学生的基本情况、特点和认识规
律等有深入的了解，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因此可以说，每一本书都是教师们长期教学经验的总结。
　　（2）以《基本要求》和《培养规格》为编写依据，内容全面，结构合理，文字简练，实用性强
。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严格依据教育部提出的高职高专教育“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的原
则，力求从实际应用的需要（实例）出发，尽量减少枯燥、实用性不强的理论概念，加强了应用性和
实际操作性强的内容。
　　（3）采用“问题（任务）驱动”的编写方式，引入案例教学和启发式教学方法，便于激发学习
兴趣。
本套书的编写思路与传统教材的编写思路不同：先提出问题，然后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归纳总
结出一般规律或概念。
我们把这个新的编写原则比喻成“一棵大树、问题驱动”的原则。
即：一方面遵守先见（构建）“树”（每本书就是一棵大树），再见（构建）“枝”（书的每一章就
是大树的一个分枝），最后见（构建）“叶”（每章中的若干小节及知识点）的编写原则；另一方面
采用问题驱动方式，每一章都尽量用实际中的典型实例开头（提出问题、明确目标），然后逐渐展开
（分析解决问题），在讲述实例的过程中将本章的知识点融入。
这种精选实例，并将知识点融于实例中的编写方式，可读性、可操作性强，非常适合高职高专的学生
阅读和使用。
本书读者通过学习构建本书中的“树”，由“树”找“枝”，顺“枝”摸“叶”，最后达到构建自己
所需要的“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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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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应用角度出发，系统地介绍了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逻辑代数，门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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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信号的产生与整形，模拟量与数字量的转换，实验与课程设计。
　　本书按照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便于教学的原则编写，注重“讲、学、做”统一协调。
全书叙述简明，概念清楚；知识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例题、习题
丰富，各章均有学习要求、概述和小结；书末附有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教育及成人教育计算机、电力、电子、通信及自动化等专业学习数字电子技
术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有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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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字电路课程设计，是要根据设计指标和要求，做出实现所需性能的实际电路。
课程设计需要综合掌握课程的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实验技能，不仅涉及一般电路的设计方法，还会
遇到工程估算、安装制作、电路调试、故障诊断等实践性的技能问题。
　　10-2.1电子电路一般设计方法　　电子电路的种类很多，设计方法也不尽相同。
设计一个电子电路系统，首先必须明确系统的设计任务，根据任务进行方案选择；然后对方案中的各
部分进行单元电路的设计、参数计算和器件选择；最后将各部分连接在一起，画出一个符合要求。
的完整的系统电路图，并根据电路图进行电路的安装与调试，使电路达到预期的性能指标与要求。
　　1．明确系统设计任务、确定系统总体方案　　这一步的工作要求是：对系统的设计任务进行具
体分析，充分了解系统的性能、指标、内容及要求，以便明确系统应完成的任务；然后把系统要完成
的任务分配给若干个单元电路，并画出一个能表示各单元功能的整机原理框图，以形成由若干个单元
功能模块组成的总体方案。
　　总体方案可以有多种选择，需要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查阅有关资料和集体讨论等方式，着重从
方案能否满足要求、构成是否简单、实现是否经济可行等方面，对多种方案进行比较和论证，择优选
取。
对选取的方案，常用框图的形式表示出来。
注意每个框应尽可能是完成某一种功能的单元电路，尤其是关键的功能模块的作用和功能一定要表达
清楚。
另外，还要表示出各个功能模块各自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注明信号的走向和制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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