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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是通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主要基础课程，也是当前发展最快的学科之
一。
本书是针对体现“面向21世纪，注重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特点，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进
行编写的，力求在内容、体系、理论与实践教学方面充分体现新世纪对本课程的教学要求。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内容上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书的理论体系符合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能够引导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
　　（2）注重基本理论、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重点突出。
在内容编排上，遵从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对重点、难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通
过大量典型例题的学习，加深对重要的知识点和考点的理解。
　　（3）注重当前数字电子技术的发展要求，增加了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和硬件设计语言VHDL等内
容。
详细介绍了PLA、PAL、GAL、FPGA、CPLD等器件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应用，并通过实例介绍了
用VHDL设计实现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
　　（4）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针对本课程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为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本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典
型的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课程设计实例，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选材典型，结构清晰，文字简练，通俗易懂。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等专业的本科教
材，也可作为报考电子、信息、通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考生的复习参考用书。
　　全书共十章，由白静任主编，张雪英任副主编。
第一章到第七章、第十章及附录由白静编写，第八章和九章由张雪英编写。
解放军理工大学的王荣老师担任本书的主审。
在此书完成之际，谨向对本书提供过帮助的人们以及给与我们支持的家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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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详细介绍了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的基本理论及设计方法。
对课程内容进行了优化，力求在知识体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方面充分体现本课程的基础性、先
进性和实用性。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在注重知识连贯性的基础上，精简了传统分立元件、小规模集成电路等内容
，增加了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硬件描述语言VHDL以及课程设计等内容，能较好地适应现代数字技
术的发展要求和本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
全书共十章，主要内容包括数字逻辑基础、集成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时序逻辑
电路、脉冲产生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硬件描述语言VHDL，以及典型的数字电路
课程设计。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概念清楚、选材典型、深入浅出、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并配有大量例题帮
助学习和理解。
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电气工程、自动化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阅
读和参考。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配有电子教案，需要者可与出版社联系，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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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字逻辑基础　　1.1数制及码制　　1.1.1模拟量与数字量　　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物
理量，尽管它们的性质各异，但就其变化规律的特点而言，可分为两大类：模拟量和数字量。
　　模拟量：在时间和数值上都具有连续变化特点的物理量叫做模拟量。
自然界广泛存在着的许多物理量都是模拟量，如温度、压力、距离、时间等。
　　模拟信号：表示模拟量的电信号叫做模拟信号。
在工程应用中，为了测量、传递和处理这些物理量，常把它们通过传感器转换成与之成比例的电压值
（或电流值），这些时间连续、幅值也连续的电信号表示和模拟了实际的物理量。
例如：正弦波信号、话音信号等就是典型的模拟信号。
　　模拟电路：工作在模拟信号下的电子电路称为模拟电路。
　　数字量：在时间和数量上的取值是不连续的、离散的，只能按有限个或可数的量化单位取值，这
类物理量叫做数字量。
例如：某一实际距离的值为3869.82526⋯km，若取量化单位为1 km，则代表此距离的数字量为3870 km
，若量化单位为1 m，则数字量为3 869 825 m。
量化单位的选择取决于所要求的精度。
　　数字信号：表示数字量的信号称为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是一种脉冲信号（PulseSignal），脉冲信号具有边沿陡峭、持续时问短的特点。
广义讲，凡是非正弦波形状的信号都可称为脉冲信号。
例如：矩形波、方波、锯齿波等信号就是典型的数字信号。
　　数字电路：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
　　同一物理量可以用连续的模拟信号表示，也可用离散的数字信号表示。
同模拟信号相比，数字信号具有传输可靠、易于存储、抗干扰能力强、稳定性好等优点。
因此，数字电路的应用愈来愈广泛。
　　在数字电路中，只采用O、1两种数字表示数字信号，一个O或一个1通常称为1 bit，有时也将一
个O或一个1的持续时间称为一拍。
“0”在数字电路中可代表低电平、开关的闭合，也可代表无脉冲信号等；“1”可代表高电平、开关
的断开，也可代表有脉冲信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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