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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电气类电子技术基础课教学需要，我们采用从模拟到数字的体系，编写了《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讲义。
经多年教学实践的充实，最后按照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的《高等工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进行了修订，本书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部分。
　　本书以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为主线，较系统地介绍了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的逻辑单元、
典型电路及应用。
单元电路既保留了各种功能双极型的内容，又增加了cMOs电路的比重。
小规模集成电路的逻辑符号一律采用国家标准。
　　为了适应数字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介绍小规模集成电路基础上，增加了中、大规模集成
电路的内容。
中、大规模电路的应用实例，在相应的章节分别作了归纳。
　　本书在内容编排、方法介绍上，力求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以点带面，重点突出。
　　除基本内容外，书中有的章节还有拓宽部分，均以*号标出，可供选用。
　　本书前6章由程开明执笔，第7、9章及前7章习题由唐治德执笔，第8章由李琦执笔，邓晓琳作了部
分底图的绘制。
程开明任主编，负责组织和定稿，唐治德协助主编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郑荣义、周宝薇、谭金蓉、杨永明、曾孝平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
。
　　书稿承许德沛教授主审，杨永臻教授、李时光教授审阅了讲义。
　　对为本书进行查阅并提出宝贵意见，以及在编写、出版过程中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同志，在此，一
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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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国家教委批准的《高等工业学校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内容：逻辑代数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集成存储器、脉冲的产
生和整形、数模·模数转换器、数字电路读图练习，各章均附有习题。
可供60～70学时课堂教学使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类、电子类和其他相近专业的教材，也可
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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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逻辑代数基础　　逻辑代数又叫做开关代数，是19世纪一位英国数学家布尔（G．B001）创
立的，因而又名布尔代数。
它是研究数字电路的数学工具，为分析和设计数字电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章重点介绍逻辑函数化简的代数法及图形法。
　　1．1概述　　电子电路中的电信号分两大类。
一类，在时间上、数值上都是连续变化的信号，叫做模拟信号。
例如，从热电偶得到的电压信号，就是一个模拟信号。
另一类，在时间上、数值上都是离散变化的（不连续的）信号，叫做数字信号。
例如，生产自动线上反映产品个数的信号，就是一个数字信号。
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叫做模拟电路；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叫做数字电路。
　　数字电路研究的对象，不是输出与输入之间的数量关系，而是它们的逻辑关系，采用的数学工具
是逻辑代数。
　　数字电路中的半导体器件通常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数字电路亦称为开关电路。
由这些开关电路，运用开关理论，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就可构成各种功能的数字电路或数字系统（
例如数字计算机）。
　　数字电路的优点：　　1）精度高。
可用增加数字信号的位数来达到所需精度的要求；　　2）稳定可靠。
只需区分信号的有无，因而抗干扰性能强；　　3）有处理本领。
可以对信号进行存储和判断；　　4）通用性强。
可用标准化部件构成各种电路。
　　所以，随着大规模、超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的出现，以及计算技术的广泛采用，数字电路越来越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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