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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配合王友仁教授等编著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教材而编写的
教学指导书。
其目的是帮助从事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教师更好地实施教学，开展教学研究与交流，以进一步提
高课程教学质量；帮助学习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学生和有关读者更好地掌握该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
电路、基本分析与设计方法和应用技术。
　　全书共11章，分别为：逻辑代数基础、数字集成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
、脉冲波形产生与变换电路、数／模和模／数转换器、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数字系统设
计基础、数字电路测试与可测试性设计。
各章的主要内容包括：教学基本要求、重点分析、例题精解和习题解析。
　　教学基本要求部分指明每章的教学要求与学习内容掌握程度；重点分析部分，给出每章的主要内
容、知识要点、重要的概念与结论；例题精解部分，通过每章精选的代表性例题的分析求解，着重讲
清解题思路、方法、步骤和过程，以帮助读者提高分析设计数字电路的能力和拓宽知识面；习题解析
部分，给出教材中相应各章全部习题的答案与解题思路，便于读者学习参考。
在例题和习题的选材上注意典型性与实用性，在内容的编排上由浅入深，注意兼顾不同层次水平读者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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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是配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王友仁教授等编
著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教材而编写的教学指导书。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共11章，具体内容为：逻辑代数基础、数字集成门电路、
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产生与变换电路、数／模和模／数转换器、半导体
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数字系统设计基础、数字电路测试与可测试性设计，各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教学基本要求、重点分析、例题精解和习题解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的使用对象是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各专业的师生，也
可供其他有关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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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友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名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1987年至今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工作，先后主讲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DSP
技术应用、测控技术中的智能算法等7门课程。
主编与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2部和省部级规划教材3部。
主持省部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4项，发表教学研究文章10多篇，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江苏
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与一等奖等3项，是“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江苏省精品课程负责人，为“电子线
路”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师。
先后指导培养博士研究生11名、硕士研究生60名和留学生1名。
　　目前从事仪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科研工作，近几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航空科学基金项
目、企业合作开发课题等10多项。
在国际期刊与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其审SCI收录4篇，EI收录30余篇。
申报（含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获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项，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3项。
　　陈则王，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机专业，2007年7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澳大利亚斯文本工业大学
进修，长期从事电子电路与计算机测控技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多篇，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各1项，是“数字电路与系统设计”江苏省精品
课程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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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逻辑函数常用的表示方法有真值表、逻辑函数式、逻辑图、波形图、卡诺图和硬件描述语言，这
些表示方法以不同形式表示了同一个逻辑函数，因此，各种表示方法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1）真值表。
描述逻辑函数输入变量取值的所有组合和输出取值对应关系的表格称为真值表。
　　2）逻辑函数表达式。
逻辑变量按一定运算规律组成的数学表达式称为逻辑函数表达式，即采用与、或、非等逻辑运算的组
合来表示逻辑函数输出变量与输入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个给定的逻辑函数仅有一个真值表，但同一个逻辑函数可以有多种逻辑表达式。
　　3）逻辑图。
将逻辑函数式中各变量之间的与、或、非等逻辑运算关系用相应的逻辑符号表示出来，就可以得到表
示输入与输出之间函数关系的逻辑图。
　　4）波形图。
将逻辑电路各输入端的波形与同一时刻所对应的输出波形在同一时间坐标上表示出来就得到了波形图
，波形图是逻辑电路输入输出关系的真实描述，可以比较直观地表示电路的逻辑关系。
　　5）卡诺图。
卡诺图与真值表类似，是一种特殊排列的真值表，使用卡诺图可以比较方便地化简逻辑函数表达式。
　　6）硬件描述语言。
逻辑函数还可以用硬件描述语言来表示。
　　2.逻辑函数的卡诺图　　卡诺图是逻辑函数的一种表示方法，它是按一种相邻原则排列而成的最
小项方格图。
利用相邻项不断合并的原则，使得逻辑函数表达式得到化简。
　　（1）最小项　　最小项是逻辑函数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许多其他概念的基础。
　　最小项在形式上有着共同的特点：　　1）每一项都含有与函数的自变量个数相同数量的变量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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