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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电子技术是目前发展最为迅速的技术之一，从计算机到通信、广播、电视、医疗仪
器和航空航天，几乎所有领域都在应用数字电子技术。随着集成电路的密度不断提高，
功能日益复杂，新型器件的相继诞生，相应的数字设计方法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传
统的设计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器件的发展。鉴于上述情况，本书在保持数字电子技术理
论体系的基础上，不仅介绍了用小规模数字集成电路为基础的数字电路和逻辑设计技术
，还重点介绍了中、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和可编程逻辑器件。 

内容简介

本书在数字电子技术理论体系基础上，介绍了小规模数字集成电路的逻辑设计技术，并
重点介绍了中、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和可编程逻辑器件。全书共分8章，包括数字逻辑基
础、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半导体
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D
／A和A／D转换器。每章后还配有适量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各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供从事电子技术工作的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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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1章 数字逻辑基础
1.1 数字信号与数字电路
自然界中的物理量就其变化规律而言，不外乎以下两大类。
（1）在时间上和数量上都是离散的，其数值的变化都是某一个最小数量单位的整数倍，
这一类物理量称为数字量，把表示数字量的信号称为数字信号，并把工作在数字信号下
的电子电路称为数字电路。



（2）在时间上或在数值上是连续的，这一类物理量称为模拟量，把表示模拟量的信号称
为模拟信号，并把工作在模拟信号下的电子电路称为模拟电路。
1.2 数制和码制
1.2.1 数制
数字信号通常以数码形式给出。不同的数码可以用来表示数量的大小。用数码表示数量
大小时，经常需要用进位计数制的方法组成多位数码使用。多位数码中，每一位的构成
方法及从低位到高位的进位规则称为数制。经常使用的计数制除了十进制以外，还有二
进制和十六进制，有时也用到八进制。
⋯⋯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