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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逻辑（第5版·立体化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计算机类特色专业系列规划教材·北京市
精品课程主讲教材。
全书内容共分8章：第1章开关理论基础，第2章组合逻辑，第3章时序逻辑，第4章存储逻辑，第5章可
编程逻辑，第6章数字系统，第7章教学实验设计，第8章课程综合设计。
教学内容具有基础性和时代性。
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解决了与后续课程的衔接。
　　《数字逻辑（第5版·立体化教材）》是作者对“数字逻辑”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进行综合改革的具体成果。
《数字逻辑（第5版·立体化教材）》内容全面，取材新颖，概念清楚，系统性强，注重实践教学和
能力培养，形成了文字教材、多媒体cai课件、试题库、实验仪器、教学实验、课程设计等综合配套的
立体化教学体系。
　　全书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有广泛的适应面，可作为大专院校计算机、电子、通信、自动控制等
信息类学科的技术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成人自学考试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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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英，男，甘肃省永靖县人。
 1965年西北工业大学五年制计算机本科专业毕业，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曾任航空航天工业部教学指导委员会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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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开关理论基础开关理论是以二进制数为基础的理论，包括二进制数为基础的数制和码
制，描述逻辑电路的数学工具、图形和符号语言。
开关理论奠基了计算机等现代数字系统的硬件构造基础。
本章先讨论二进制系统、数制与码制，然后讨论逻辑函数及其描述工具、布尔代数和卡诺图，最后介
绍数字集成电路。
1.1　二进制系统1.1.1　连续量和离散量电子电路分为模拟电子电路和数字电子电路两大类。
模拟电子电路中，数值的度量采用直流电压或电流的连续值，通常称为模拟量。
模拟量的特点是数值由连续量来表示，其运算过程也是连续的。
例如我们熟悉的温度计是用水银长度来表示温度高低；钟表是用指针在表盘上的转动位置来表示时间
；老式电表是用角度来反映电量大小。
自然界中的大多数事物本质上都可以用模拟形式作为量的衡量，如时间、温度、压力、距离、声音，
等等。
比如空气温度是一个模拟量，它在一个连续的范围内变化。
对于某地某一天，温度不是瞬间从20℃变化到30℃，而是经历了其间无数的值。
图1.1是北京7月某天24小时的温度变化图，它是一条平滑连续的曲线。
图1.1　温度变化的连续量曲线图数字电子电路中，数值的度量采用数字量，它通常由0或1组成的一串
二进制数组成。
数字量的特点是数值为离散量，运算结果也是离散量。
图1.1中假设我们不是在时间连续的基础上测量气温变化的曲线图，而改为每小时测量一次，那么我们
就可以采样到24小时内离散的时间点上的温度值，如图1.2所示。
从图中看出，可以把连续量曲线转化为一种用离散量曲线表示的每个采样值的形式。
此时时间和温度两个参数都用数字量表示，它们由一串二进制数码组成。
图1.2　温度变化的离散量曲线图数字量在数据精度、传输效率、可靠性指标等方面均比模拟量高得多
，而且在数据存储方面比模拟量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现代电子技术中数字式系统得到了最广泛的应
用。
本书研究的内容是数字式系统，它们是在二进制系统的基础上构建的。
1.1.2　开关量自然界中存在有二状态的物理元件，例如晶体管的导通或截止，机械开关的开启或闭合
，磁性材料的两种不同剩磁状态。
这两种不同状态可用两种不同的电平即高电平（H）或低电平（L）来表示。
这种二状态系统称为二进制系统，通常高电平H代表“1”，低电平L代表“0”。
二进制系统的两个数字1和0是一个开关量，常称为比特。
在数字系统中，这两种状态的组合称之为码，可用来表示数字、字母、符号以及其他类型的信息。
用来表示数字1和0的电平称为逻辑电平，用来描述开关量。
理想情况下，一个电压表示高（H），另一个电压表示低（L）。
但是在实际的数字电路中，可指定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任何一个电压值来表示H（逻辑1）。
同样，可指定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任何一个电压值来表示L（逻辑0）。
图1.3　数字电路的逻辑电平范围图1.3说明了数字电路中开关量通常的范围。
VH（max）表示H的最大电压值，VH（min）表示H的最小电压值；VL（max）表示L的最大电压值
，VL（min）表示L的最小电压值。
例如TTL型数字电路，H值范围2~5V代表逻辑1，L值范围0~0.8V代表逻辑0。
0.8V到2V之间是不被使用的。
CMOS型数字电路的H值范围为2~3.3V。
1.1.3　数字波形数字系统所处理的二进制信息可用波形的形式表示，波形代表了比特序列。
当波形处于高电平时代表比特1，而波形处于低电平时则代表比特0，因此，数字波形由逻辑高电平
（H）或低电平（L）及其维持时间形成的脉冲序列所组成，它反映了数字电路工作中开关量的动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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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图1.4（a）表示理想的正脉冲，前沿为上升沿；图1.4（b）表示理想的负脉冲，前沿为下降沿。
3.逻辑图法逻辑图是用标准化的图形符号来表示逻辑函数运算关系的组合型网络图形，用以表示逻辑
函数所实现的功能。
逻辑图是一种强有力的图形语言描述工具，在工程设计和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卡诺图法卡诺图是一种方格式几何图形，用来表示逻辑函数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对应值之间的关系
。
卡诺图主要用来简化逻辑函数表达式，并将逻辑表达式化为最简化形式的有用工具。
卡诺图的缺点是输入逻辑变量数受到限制，5变量以上的卡诺图变得很复杂，很少使用。
5.波形图法波形图是用逻辑电平的高、低变化来动态地表示逻辑变量值输入／输出变化的图形。
它是一种动态图形语言，非常直观，是描述逻辑函数的强有力工具，在数字系统分析和测试中经常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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