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811057706

10位ISBN编号：7811057700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明义 编

页数：4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前言

　　我的面前摆放着十多本封面五颜六色的电工电子学系列课程教材，它们是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系电工电子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多年辛勤劳动和教学实践的结晶。
　　电流所经过的路径叫电路。
大学生学习电工电子电路课程的意义犹如行人、游人、司机学习行路知识和人们探求人生之路的真谛
一样重要。
无论是“电路”、“前进道路”还是“人生道路”，都有一个“路”字。
俗话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人生之路是探索出来的，行路见识是体验出来的，电路知识是学习得来的。
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的许多自然现象、科技和人文问题都可用电路的方法来模拟，人类自身的许多活
动和智能行为也可用电路的方法通过硬件与软件来模仿。
因此，电工电子学系列课程作为技术基础课程对高校人才培养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电工电子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正通过教学活动和人的智能活动向各个学科领域扩展和
渗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过本系列课程学习，学生能够获得关于电工电子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后续专业
课程的学习和毕业后参加工作打下基础。
　　现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电工电子学系列教材，是根据电工电子学系列课程教学体系而编
写的，其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要求和个性化人才培养的需求
。
该系列教材分为3大类别：第1为基础知识类，第2为扩展知识类，第3为实践技能类。
其中，基础知识教材又分为电类、机电类、非电类、文理类4个层次共9个模块；扩展知识类教材主要
是电工电子学新知识的扩展与延伸，共有10个模块；实践技能类教材分为实验、实习和课程设计3个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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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电类）（第2版）》中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是工科院校电气电子信息
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是研究各种数字器件、数字电路、数字系统、模数混合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分析与设计方法。
为适应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2l世纪对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我们结合多年的教学实
践经验，编写了《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该书于2007年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电类）（第2版）》具有以下特点：　　（1）力求少而精，在“精练”上取胜
。
精选内容，优选讲法，以符合教学基本要求为准。
　　（2）为了解决内容多与学时紧的矛盾，并突出学生个性培养，在每一章的最后一节提供了部分
自学材料。
在学时多的情况下，教师也可选讲部分自学材料，真正做到好教好学。
　　（3）在保证基础内容的前提下，加重中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的相关内容。
　　（4）提出数字系统的组成的概念，对数字系统的模块化扩展、分析与设计方法进行重点、系统
的介绍。
　　（5）教材中引入了超高速硬件描述语言VHDL，在相关章节的自学材料中给出有关基本数字功能
器件及数字系统的VHDI。
语言描述，便于学生循序渐进地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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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逻辑代数基础　　1.1 概述　　1849年，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首先提出了
描述客观事物关系的数学方法——布尔代数。
后来，由于布尔代数被广泛地应用于开关电路和数字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上，所以也把布尔代数叫
做开关代数或逻辑代数。
逻辑代数是分析和设计数字逻辑电路的数学工具。
　　1.2 逻辑变量和逻辑运算　　1.2.1 逻辑变量　　逻辑变量是用于描述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
面。
逻辑代数中的逻辑变量通常用单个字母或字母加下标表示。
在二值逻辑中，每个逻辑变量的取值只有0和l两种可能。
这里的O和l已不再表示数量的大小，只代表两种不同的逻辑状态，如电平的高和低、电流的有和无、
灯的亮和灭、开关的闭合和断开等。
　　1.2.2 基本逻辑运算　　逻辑代数中的基本逻辑运算有与、或、非3种。
　　1.与逻辑　　与逻辑可以从图1.1（a）所示的指示灯控制电路来说明。
在此电路中，只有当两个开关A、B同时闭合时，指示灯y才会亮。
此例表明，只有决定事物结果的全部条件同时具备时，结果才会发生。
这种因果关系叫做与逻辑，或者叫逻辑与。
　　现用A、B作为条件变量表示开关，并以“1”表示开关“闭合”，“O”表示开关“断开”；用y
作为结果变量表示灯，并以“l”表示灯“亮”，“0”表示灯“灭”。
则可以列出用0，1表示的与逻辑关系的图表，如表1.1所示。
这种图表叫做逻辑真值表，简称为真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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