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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数字电子技术和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EDA）技术应用的不断发展
，利用可编程逻辑器件（PLD）进行数字系统的开发已被广泛应用于通信、航天、医疗电子、工业控
制等诸多领域。
电子产品更新周期日益缩短，新产品开发速度日益加快，因而对电子设计自动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有力地促进了EDA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与传统数字电路设计方法相比，PLD具有功能强大、开发过程投资小、周期短、便于修改及开发工具
智能化等特点。
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电子工艺不断改进，低成本高性能的PLD不断推陈出新，
使PLD成为当今硬件设计方式的主流。
为此，本书针对当今快速发展的硬件及开发软件，向读者讲述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2005年秋，教育部电子信息科学与电气信息类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持重新修订了“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再次强调了本门课程的性质是“电子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技术基
础课”，其任务在于“使学生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
数字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根据数字电子技术本身的发展状况和修订后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考虑到延续教学和学习特点，
在保持传统的数字电子技术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本书在内容、体系和风格上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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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按照教育部2005
年修订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本书在教学内容的体系上做了一些改变，主要内容有数制与码制、逻辑代数基础、门电路、VHDL语
言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脉冲波形
的产生和整形、模数和数模转换器。

本书以CMOS逻辑门为主，减少了晶体管和小规模集成电路以及各种逻辑关系的内容。
引入可编程逻辑器件和VHDL语言的内容，把数字电路与
VHDL语言描述融合在一起。
在学习数字电路的同时学习VHDL语言描述方法，学习教材内容的同时引入QuartusⅡ仿真软件，使学
生初步掌握一种EDA
软件的使用方法。

本书既可作为电气信息类、电子信息类、仪器仪表类等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其他理工科相关专业
学生和社会读者阅读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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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7.1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表示法　　1.表示最小项的卡诺图将。
变量的全部最小项各用一个小方格表示，并使其具有逻辑相邻性的最小项在几何位置上也相邻地排列
起来，所得到的图形叫作n变量最小项的卡诺图。
因为这种表示方法是由美国工程师卡诺（Karnaugh）首先提出的，所以把这种图形叫作卡诺图
（Karnaushmap或Kmap）。
卡诺图是一种利用图形化简逻辑函数的工具，使用布尔代数化简的思想——相邻的两个小格只有一个
变量为互补而其他变量全相同，这个互补的变量在化简过程中可被消去。
　　卡诺图的构成方法是依据变量的最小项数目决定的，由很多个小方格组成正方形或矩形，每个小
方格代表一个最小项，这个最小项就是真值表中的一行。
卡诺图中小方格的数量是2的幂（变量数）指数，通常为4、8或16个。
小方格的坐标是真值表中的输入变量，小方格中的内容。
或1.代表真值表中最小项的输出值。
　　卡诺图中小方格的坐标有两种表示方法，用二进制数值表示，或者用原变量和反变量表示。
习惯上用数值表示，不管变量怎么选择，即哪些变量为横坐标，哪些变量为纵坐标。
如图2.7.1、b、c表示的那样，它们分别是2、3、4个变量的卡诺图。
小方格的坐标排列顺序与真值表的二进制码排列顺序不同，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小方格的坐标排列顺
序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任何相邻的两个小方格只有一个变量不同，为的是相邻的两个小方格合并
成一组时可消去这个变量（如A+A’=1）。
　　图2.7.1 卡诺图左上角的r表示输出，小方格中的内容没有标出。
为了保证卡诺图中几何位置相邻的最小项在逻辑上也具有相邻性，这些数码不能按自然二进制数从小
到大的顺序排序，而必须按图中括号的编码方式排列，以确保相邻的两个最小项仅有一个变量是不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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