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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基本数字逻辑和组合逻辑，第九章到第十八章是时序逻辑和数字系统。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参考书，还是一种学习工具。
书中每一主题首先讲述概念和理论，接着讲述使用方法，之后，会给出几道带解答的例题，在一些主
题中，还包含有一个系统设计应用。
每一章结尾部分的习题可以促使你回顾本章的内容并检查自己是否达到该章开始部分所提出的学习目
标。
每章结尾部分的问题需进行更多的分析推理，但解答问题的方法在例题中都已给出。
    本书读者对象为高等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相关专业学生，以及对VHDL技术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配套光盘为原版图书所携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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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字系统和编码概要1-1 数字和模拟1-2 模拟量的数字表示1-3 十进制系统（以10为基）1-4 二进
制系统（以2为基）1-5 十进制到二进制的转换1-6 八进制系统（以8为基）1-7 八进制的转换1-8 十六进
制系统（以16为基）1-9 十六进制的转换1-10 二一十进制（BCD）码1-11 数制系统的比较1-12 ASCIl
码1-13 数制系统的应用目标在十、二、八和十六进制系统中，确定每个数位的加权因子。
十、二、八、十六进制数之间进行转换。
描述二一十进制码（BCD）的格式并对其进行使用。
利用ASCIl码转换表，确定任何字母数值型数据的ASCIl码。
内容数字电路是数字计算机和许多自动控制系统的基础。
在现代家庭中，数字电路控制着电器、报警系统和供暖系统。
在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的控制下，新的汽车增加了许多安全特性，变得更加节能，在出现故障时更容
易诊断和维修。
数字电路的其他用途包括自动机器控制、能源监视和控制、库存管理、医用电子学和音乐。
例如，数控磨床能够将一块原材料磨制成任意预先指定的大小，而且具有可重复性，误差在0.01％。
另一个应用是能源监视和控制。
由于能源的成本高，对于大型的企业和商业用户来说，监控建筑内的能源流动非常重要。
对供暖、电扇、空调的有效控制能显著减少能源开支。
越来越多的食品杂货店使用通用产品代码（UPC）来结账和计算总额，还可以自动控制库存和充实存
货。
医用电子学领域使用数字温度计、生命维持系统和监视器。
我们也看到了数字电子学在复制音乐作品方面越来越多的应用。
数字复制不易受电子噪音干扰，因此复制出的音乐作品具有更高的保真度。
数字电子学来源于一条原则，即能够很容易地设计和制造晶体管电路，使其根据输入端给出的输入电
平输出两个电平中的一个。
这两个不同的电平（通常是+5V和OV）被称作高和低，可以用1和0来表示。
二进制数制系统只由0和1构成，因此在数字电路中广泛应用。
本章介绍的其他数制系统和代码转换可以表示成组的二进制位，因此也被广泛采用。
1.1 数字和模拟数字系统对离散的数位进行操作，这些数位表示数、字母或符号。
它们严格地按照“开”和“关”状态工作，这两个状态被表示为“0”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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