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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逻辑”是计算机等专业本科生的一门技术基础主干课程。
多年来各出版社已出版发行了各具特色的教材。
我们博采众家所长，结合教学实践，在我们原有的《数字逻辑基础》的基础之上，适应新的要求，增
添新内容，编写了适于计算机等专业本科生教学的《实用数字逻辑》一书。
我们编写本教材的指导思想是，突出基础，注重应用，尽量吸纳新理论、新技术。
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这些长期不变的内容占据书中大量篇幅，在此基础上适当加强了电路
和系统设计的内容，以期使读者能掌握电路和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本书将数制、码制作为附录给出，以备师生使用。
较之市面流行的《数字逻辑》教材，本书加强了数字系统设计的内容，增加了建模与仿真、故障测试
与诊断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读者展现有关数字逻辑的新理论和新技术。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突出了教材的通俗性。
依据由浅入深、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和通俗易懂的原则，每章均列举了相当数量的例题，
通过对例题的学习，可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易于掌握基本方法的运用。
在分析具体电路时，尽量以实际的集成电路芯片为例进行分析；在数字系统设计与仿真时，特意采用
了流行的通用软件，以增强学生的感性知识和应用能力。
在编写方法上，力求基本概念准确、清晰，重点突出，并充分考虑到自学的可读性。
本书包括了全日制高等院校计算机等专业本科的数字逻辑的内容，既可以作为该专业的教材，又可以
作为通信、电子工程和自动控制等专业的数字电路教材或参考书，还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阅读。
本书的第1章至第4章，第7至第9章由刘明亮教授编写；第5，6章和附录由饶敏副教授编写；全书由刘
明亮教授统稿。
岳慧、刘第、高剑等同志对本书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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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数字逻辑》系统地讲述了数字逻辑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设计原理。
全书共分9章： 逻辑代数基础、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基础、同步时序电路、异步时序电路、
存储器和可编程器件、数字系统设计、建模与仿真、故障测试与诊断。
侧重于基本概念的讲述，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可读性和实用性以及新理论和新技术。
各章均给出例题、小结，以利于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深入理解，达到能熟练地运用书中的分析方法和设
计方法。
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本科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通信、电子工程和自动控制等专业的教材，
还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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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逻辑代数基础逻辑代数源于哲学领域中的逻辑学。
1847年，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GeorgeBoole）成功地将形式逻辑归结为一种代数演算，创立了有名
的布尔代数。
此后于1938年，C.E.香农（Shannon）将布尔代数应用于电话继电器的开关电路设计，提出了“开关代
数”。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集成逻辑门电路已经取代了机械触点开关。
故“开关代数”这个术语目前已很少再用。
为了与“数字系统逻辑设计”这一术语相适应，人们更习惯于把开关代数称作逻辑代数。
因此，可以说逻辑代数是布尔代数向信息技术领域的延伸。
逻辑代数是研究数字系统逻辑设计的基础理论。
本章将从应用的角度，介绍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和规则、逻辑函数的表示形式及其化简方
法。
1.1 逻辑代数与数字系统在介绍逻辑代数与数字系统之前，先介绍一些与它们相关的概念。
1.1.1 数字信号、数字电路与逻辑电路1.数字信号在自然界中存在着许多物理量，如温度、压力等，它
们在时间和数值上都具有连续变化的特点。
这种连续变化的物理量，习惯上称作模拟量。
表示模拟量的信号称作模拟信号。
而模拟信号通常表示成电量（电压、电流等）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函数。
因此，模拟信号就是用电量（电压、电流等）去模拟其他物理量所得到的连续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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