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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适应对象为
高等院校本科电子信息与通信类、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类、自动控制类、仪器仪表类及计算机应用类等
专业。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是这些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使学生建立对数字系统的基本概念、
熟悉常用的基本器件、掌握基本分析方法，从而解决实际数字系统的分析和设计问题。
　　为了适应现代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能够较好地面向数字化和专用集成电路的新时代，本书
在保证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前提下，基本上删去了分立元件内容，压缩了集成电路
电气特性的讨论和内部工作原理的分析，突出了综合能力的培养及集成电路逻辑特性和工作特点的介
绍，加强了应用实例的分析和综合技能实践。
　　在本书中，为避免和先修课程中计算机基础内容的重复，删除了数制和码制的内容。
鉴于后续要开设数字电路的EDA课程，删除了可编程逻辑器件和硬件描述语言这两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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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按照教育部2004年颁布的“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全书共9章，主要内容有：逻辑代数、集成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双稳态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
半导体存储器、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模数转换和数模转换及实验。
　　本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偏重实践、便于自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
从事电子技术工程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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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先介绍三极管构成的反相器，再介绍各种TTL门电路的组成及主要性能参数，然后介绍各
种CMOS门电路的组成及主要性能，最后介绍两类集成门的使用问题。
　　2.1 三极管反相器　　能够实现各种基本逻辑关系的电路称为门电路。
由于在二值逻辑中，逻辑变量取值为0或1，在电路中是用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来表示的，而电路的状
态是通过二极管、三极管开关的闭合和断开来控制的，所以门电路也称为开关电路。
　　通过开关电路获得高、低电平的方法如图2-1所示，S为受输入信号控制的电子开关。
当二极管、三极管截止时相当于开关S断开，输出高电平；当二极管、三极管导通时相当于开关闭合
，输出低电平。
在数字电路中，只要能确切地区分出高、低电平两种状态就足够了，所以高、低电平都有一个允许的
范围，如图2-2所示。
一般高电平用工表示；低电平用0表示。
　　三极管开关是无触点开关，它们与理想的触点开关存在差异。
为了分析门电路的电气特性，有必要先了解三极管的开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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