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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处于新世纪中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
素质的竞争。
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从时代发展、技术进步的总体
考虑，必须进行系统的调整与改革，跟踪世界先进水平。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电子技术更是一日千里，新理论、新发现从提出到实际应用，其
周期大大缩短。
就数字逻辑器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来说，经历了许多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小规模集成电路（SSl）的
出现，70年代以后中规模集成电路（MSI）、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及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出现，80年代通
用阵列逻辑（GAL）的研制成功，直到90年代在现系统编程（ISP）用户片的出现，在这样的发展历程
中，由于数字逻辑器件更新换代的速度快，一方面使数字系统的设计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另一方
面也向传统的“数字逻辑电路”课程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人才培养模式和任课教师提出了挑战。
教材内容陈旧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目前，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它们的设计采用的是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使电子系统的研制时间大大缩短，特别是在现系统可编程
逻辑器件，可以在不改变硬件设置的情况下，在现场对系统进行组态，并可实现电子系统的遥控升级
。
　　为了适应数字系统设计技术的发展，培养新世纪的科技人才，本书对数字逻辑方面的内容做了较
大调整，除讲述必要的数字逻辑设计原理基础知识以外，对小规模电路的内容做了精简，加强了中大
规模组件方面的内容，使读者能更熟练地掌握具体的使用技术。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兰州大学教务处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得到兰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王
玉曾教授、田亚菲教授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敬请读者对本书的缺点及不足之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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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根据数字逻辑器件的发展历程，系统地阐述数字逻辑系统的基本理论、
分析方法和设计原理。
突出基本原理及应用，使数字逻辑系统的设计从传统的单纯硬件设计方法变为计算机软硬件协同设计
。
全书共13章，由逻辑代数、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集成逻辑构件、可编程逻辑器件、数字系
统设计方法及VHDL语言描述数字系统等7部分组成，每章均附有适量习题。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是根据计算机学科教学计划及相关信息类专业教学大纲编写的，紧紧围
绕理论、抽象、设计三个过程统一的教学体系。
可作为高校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通信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的教材和相关专业科技人
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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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分析过程相反，根据给出的实际逻辑问题，设计出能实现这一逻辑功能的
最简单逻辑电路，这就是设计组合逻辑电路时要完成的工作。
4.3.1组合逻辑电路设计工作的过程　　1.进行逻辑抽象关系.建立真值表　　面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提出设计要求的文本描述，找出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条件，通过逻辑抽象的方法，用一个或一组逻辑
函数来描述这-因果关系。
　　（1）分析实际问题的因果关系，确定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
一般把引起事件的原因定为输入变量，而把事件的结果作为输出变量。
　　（2）定义逻辑状态的含意。
以二值逻辑的0、l两种状态分别代表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的两种不同状态。
其0、1的具体含意完全由设计者人为确定，这叫逻辑状态赋值。
　　（3）根据给定因果关系的逻辑要求建立真值表。
　　2.根据真值表写出逻辑函数表达式　　3.逻辑函数化简并根据实际要求把函数转换为适当的形式　
　面对一个具体的逻辑电路，在进行设计时，要考虑需使用逻辑门的数量，加到逻辑门的输入变量数
，信号通过逻辑电路的传输时间以及逻辑门的负载能力。
以便能用最少的器件和最简单的线路接成所要求的逻辑电路。
　　4.根据逻辑函数表达式，选择器件的类型，画出逻辑电路图　　到此，逻辑性的设计已经完成。
其余是做实验来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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