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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高职高专电类系列规划教材”之一，是根据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依照2000年教育部
制订的《高职高专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在淡化理论、
加强实用的理念下，结合目前集成器件的发展和使用情况进行编写的。
本教材的特点如下：    （1）在编写过程中，首先是确保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正确性，在此前
提下对理论知识进行弱化处理、淡化过程、加强实用。
对各个涉及有实用电路举例的场合，所用的集成电路芯片在保持其先进性的条件下考虑要能够让学生
举一反三，留有余地。
在整体上确保较高的水平。
同时，在表述一些知识点时，尽可能从学生理解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2）本教材的概念清晰、简明、实用，教学层次明确，使读者更易于掌握数字电子技术的规律，提
高实际应用能力，并紧跟市场集成芯片的发展与应用。
    （3）鉴于目前数字集成器件的使用以性能优越的CMOS／HC系列和TTL/LS系列为主，所以在分析
、介绍和举例中着重以这些系列电路为主。
    （4）在集成芯片的介绍中以国际通用型号命名为主，少量介绍了一些国内标准型号的芯片。
    （5）对目前发展较快、应用日益广泛的，与本教材知识密不可分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作了一些基本
应用介绍。
以便于读者奠定进一步学习、研究的基础。
    （6）本教材可作为用于形成电子类专业的专业基础平台的第二平台。
其作用是使学生掌握数字信号的处理、加工、整形、变换、应用技术，为学生较好地掌握数字逻辑控
制技术、单片机中数字逻辑的应用技术、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应用、数字通信原理和数模转换技术等数
字逻辑技术奠定较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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