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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路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信号的产生及波
形变换、数/模转换器和模 /数转换器以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数字电路实训等，并介绍了EWB仿真软件
在数字电路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系列教材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数字电子技术》可作为高等
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类、通
信类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适用于五年制高职和中职相关专业，并可作为社会从业人士的业务参
考书及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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