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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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119947

10位ISBN编号：7040119943

出版时间：2003-4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

作者：张克农 编

页数：290

字数：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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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学教研组多年教学实践，参照原国家教委1995年颁发的“高等工业学校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第一部分）和教育部每学时不超过5000字的最新要求，结合新的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内容包括：数字逻辑基础、硬件描述语言VHDL基础、集成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
设计、集成触发器、脉冲的产生与整形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半导体存储器与可编程逻
辑器件及数一模和模一数转换等。
各章末有小结，并配有难易程度和数量都比较适当的思考题和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仪器仪表类、电子信息科学类及其它相近专业本、专科生“数字电
子技术基础”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本教材建议授课学时为48～6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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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节要讨论的是数字集成逻辑门（Integratedlogicgate）电路。
所谓集成电路（Integratedcircuit，简称IC）通常是指把电路中的半导体器件、电阻、电容及导线制作
在一块半导体基片（芯片）上，并封装在一个壳体内所构成的完整电路，而数字集成电路则是用来处
理数字信号的集成电路。
　　与分立元件电路相比，集成电路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功耗低、成本低、可靠性高和工作速度高
等优点。
由于半导体制造工艺上的特点，在集成电路中，二、三极管占用芯片面积较小，而电容和高阻值电阻
却占用较大的芯片面积。
因此，在数字集成电路中，应避免使用电容和高阻值电阻，而多用二极管、三极管。
　　数字集成电路按所用半导体器件不同，可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为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例如TTL
（Transistor-Transistor-Logic）电路；另一类称为MOS型或单极型数字集成电路，例如PMOS、NMOS
和CMOS电路等。
　　若按一个封装内所包含的逻辑门的数目或元器件的个数（即集成度）不同，可将集成电路分为四
类：小规模集成（SmallScaleIntegration）电路，缩写为SSI，例如，集成逻辑门、集成触发器等逻辑单
元电路；中规模集成（MediumScaleInte-gration）电路，缩写为MSI，例如，译码器、编码器、选择器
、比较器、计数器及寄存器等逻辑功能部件：大规模集成（LargeScaleIntegration）电路，缩写为LSI，
例如，中央控制器、存储器、串并接口等数字逻辑系统；超大规模集成（VeryLargeScaleIntegration）电
路，缩写为VLSI，例如，单片计算机等较大的数字逻辑系统。
　　集成逻辑门是最基本的数字集成电路，是组成数字逻辑的基础，学好这一节，对于掌握数字电子
技术极为重要。
常用的集成门电路，大多采用双列直插式封装（Dual-in-linePackage，缩写成DIP），外形如图3.2.1所
示。
集成芯片表面有一个缺口（作为引脚编号的参考标志），如果将芯片插在实验板上且缺口朝左边，则
引脚的排列规律为：左下管脚为l引脚，其余以逆时针方向从小到大顺序排列，一般引脚数为：14、16
、20等。
绝大多数情况下，电源从芯片左上角的引脚接入，地接右下引脚。
一块芯片中可集成若干个（1、2、4、6等）同样功能但又各自独立的门电路，每个门电路则具有若干
个（1、2、3等）输入端。
输入端数有时称为扇入（Fan-in）数。
　　集成芯片就像确定了输An输出的“黑盒子”，其核心可能是非常复杂的电路。
对使用者而言，只要掌握查阅器件资料的方法，了解其逻辑功能并正确使用即可。
下面以反相器7404和四2输入与非门7400为例来说明。
从集成电路手册对7404的功能说明（六反相器）即可对芯片功能有个大概了解，当然要正确使用该芯
片，特别是中、大规模集成芯片必须进一步阅读手册中提供的资料。
从3.2.2（a）可知，7404是14引脚双列直插式集成芯片，其内部集成了6个各自独立的反相器电路，每
个反相器的输入输出关系十分清楚，有些手册甚至还给出真值表。
同样由图3.2.2（b）可见，7400也是14引脚双列直插式集成芯片，内部集成了四个独立的2输入与非门
。
学会查阅器件手册，可以很方便地选择和使用集成逻辑电路。
　　如果用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DesignAutomation，简称为EDA）软件进行电路设计，出现在
原理图中的集成门芯片仍然是门的逻辑符号，只是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引脚会与相应IC对应，并依
据IC集成门的个数自动排列。
比如，在某设计中需要用到4个反相器，如果选7404，并将芯片命名为U1，则原理图中出现的4个反相
器如图3.2.2（c）所示，软件自动将6个门按A、B、C、D、E和F排列，并给出每个门输入输出对应IC
的引脚，例如图中，反相器U1D的输入为7404芯片的第9引脚而输出从第8引脚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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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的反相器超过6个，则需要用另一片7404，软件自动命名该芯片为U2，各反相器依此为U2A
、U2B、U2F。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原理图中几乎所有IC的电源与地端都没有出现，但在连线时，电源与地是
必不可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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