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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职高专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结合现代数字电子技
术的发展趋势及作者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在陕西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电子电工类专业“十一五”
规划教材编写委员会的指导下编写而成的，并经该编写委员会按照国家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职高专数
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审定后出版的。
　　本书在内容编排上突出高职高专够用和实用的教学改革方向，删去了繁琐的理论推导，侧重于电
路的基本分析、基本设计方法和集成电路的基本应用。
如：根据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并征求兄弟学校同行老师的意见后，将集成门电路一章移至第7章。
　　本书每章均有章节小结、典型例题和习题，以便读者分析、理解和掌握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
及基本应用技能。
书末附有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以便读者自学。
　　本书共7章，其中：第1章数字逻辑基础由陕西国防职业技术学院马艳阳老师编写，第2章组合逻辑
电路、第5章脉冲产生与变换电路由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姜玉泉老师编写，第3章触发器、第6章
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由陕西电子工业学校张琼老师编写，第4章时序逻辑电路、第7章集成逻辑门
电路简介及附录部分由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肖志锋老师编写，全书由肖志锋老师统稿。
　　本书可作为电子、通信、自动化控制、工业电气化及计算机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
育、自学考试及电子技术工程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本书由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肖志锋副教授主编，由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孙津平副教授主
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电子电工类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编写委员会和
各兄弟学校同行老师的大力支持并吸纳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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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职高专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并结合现代数字电子技术
的发展趋势及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7章，包括：第l章数字逻辑基础、第2章组合逻辑电路、第3章触发器、第4章时序逻辑电路、
第5章脉冲产生与变换电路、第6章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第7章集成逻辑门电路简介。
章末配有技能训练、小结和习题，书末有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电子、通信、自动化控制、工业电气化及计算机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
、自学考试及电子技术工程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需要者可与出版社联系，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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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一览表参考答案（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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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字逻辑基础　　1.1 数制与码制　　1.1.1 数制　　用数字量表示物理量的大小时，仅用一
位数码往往不够用，因此经常需要用进位计数的方法组成位数码。
我们把多位数码中每一位的构成方法以及从低位到高位的进位规则称为数制。
　　1．进位计数制的基本概念　　进位计数制也叫位置计数制，其计数方法是把数划分为不同的数
位，当某一数位累计到一定数量之后，该位又从零开始，同时向高位进位。
在这种计数制中，同一个数码在不同的数值上所表示的数值是不同的。
进位计数制可以用少量的数码表示较大的数，因而被广泛采用。
下面给出进位计数制的两个基本概念：进位基数和数位的权值。
　　进位基数：在一个数位上，规定使用数码符号的个数叫该进位计数制的进位基数或进位模数，记
作R。
例如十进制，每个数位规定使用的数码符号为0，1，2，⋯，9，共10个，故其进位基数R＝lO。
　　数位的权值：某个数位上数码为1时所表征的数值，称为该数位的权值，简称“权”。
各个数位的权值均可表示成R的形式，其中R是进位基数，i是各数位的序号。
按如下方法确定：整数部分，以小数点为起点，自右向左依次为0，1，2，⋯n－1；小数部分，以小数
点为起点，白左向右依次为－1，－2，⋯，－m。
n是整数部分的位数，m是小数部分的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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