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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

前言

　　数字逻辑和数字电路是计算机类各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为了适应教学改革和课程整合的需要，
将两门课程合并为一门课程，以压缩学时，精炼内容。在内容安排上以数字逻辑设计为主，辅以数字
电路部分，互相融合，形成数字系统整体结构。本教材就是为适应这个需要而编写的，以改变长期以
来需要选用两本教材的不便。　　由于数字电子技术发展迅猛，教材内容力求跟上技术发展的需要，
在保留经典内容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特性和应用，特别是在系统编程技术，它
是数字系统设计的一次革命，教材内容将适应计算机专业人员对数字系统设计知识的需要。在内容编
写过程中，力求由浅入深，层次清晰，简明扼要，概念清楚，步骤明确，重点讨论数字电路的分析和
设计方法。考虑到读者参阅其资料的方便，本书在给出数字逻辑电路的国家标准的同时，还给出了惯
用符号及国外一些国家使用的符号，以适应读者设计和调试电路的需要。　　数字逻辑与系统设计课
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除理论教学外，进行设计性实验是课程的重要内容。课程总学时安排70～80
学时，其中实验学时安排20～30学时。每章后都给出了适量习题供读者选做。同时编写有《数字逻辑
与数字系统设计实验指导书》，并开发有相应配套的实验仪。　　全书共分10章，第一、二章介绍数
字逻辑设计的基础知识，包括：数制与编码，布尔代数及其逻辑实现；第三、五章介绍集成逻辑门电
路及触发器，为电路分析和设计准备基础知识；第四、六、七、八章介绍数字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包括：组合逻辑电路，同步时序逻辑电路和异步时序逻辑电路以及脉）中产生与整形电路；第九、
十章介绍可编程逻辑器件，包括RoM、PLA、PAL、GAL及在系统编程技术。　　本书可作为计算机
类的教材，亦可作为电气类各专业的参考书，还可作为相关科技人员的参考资料。　　本书由张少敏
副教授编写第八章、第十章，并对全书进行了统稿；陈基禄教授编写第一～四章，并制定了教材编写
大纲；郑顾平副教授编写了第五～七章；王保义教授编写了第九章。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华
北电力大学教务部门及计算机系老师的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作者学识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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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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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数制与编码第一节 进位计数制第二节 数制转换第三节 带符号二进制数的表示方法第四节 数的
定点与浮点表示法第五节 字符编码第六节 可靠性编码习题第二章 布尔代数及其逻辑实现第一节 布尔
代数的基本概念第二节 布尔代数的公式、定理和规则第三节 布尔函数的基本形式第四节 布尔函数的
代数化简法第五节 布尔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第六节 布尔函数的实现第七节 多输出布尔函数的化简与
实现习题第三章 集成逻辑门电路第一节 晶体管开关的特性第二节 基本逻辑门电路第三节 TTL集成门
电路第四节 集成MOS门电路习题第四章 组合逻辑电路第一节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第二节 组合逻辑电
路的设计第三节 常用组合逻辑电路分析与应用习题第五章 触发器第一节 基本触发器第二节 其他触发
器第三节 空翻现象及其解决方法第四节 不同类型触发器逻辑功能的转换第五节 触发器的主要参数和
脉冲工作特性习题第六章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第一节 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概念第二节 同步时序逻辑电
路的分析第三节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第四节 同步日寸序逻辑电路设计举例第五节 常用同步时序
逻辑电路习题第七章 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第一节 脉冲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第二节 电平异步时序逻辑电路
第三节 电平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第四节 逻辑电路的险象第五节 电平异步时序逻辑电路设计举例
习题第八章 脉冲产生与整形电路第一节 555时基电路第二节 施密特触发器第三节 单稳态触发器第四节
多谐振荡器习题第九章 可编程逻辑器件第一节 只读存储器（ROM）第二节 可编程逻辑阵列（PLA）
第三节 可编程阵列逻辑（PAL）第四节 通用阵列逻辑（GAL）习题第十章 在系统编程技术第一节 ISP
技术的特点第二节 ISP逻辑器件第三节 ispLSI器件的结构第四节 在系统编程原理和方法第五节 ISP技术
的实现——EDA技术第六节 EDA系统中的可编程集成电路（ASIC）设计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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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

章节摘录

　　3.汉字编码　　中国是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对汉字的处理能力影响着计算机的广泛应
用，国内外专家都对汉字信息处理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对汉字信息不仅可以通过键盘
进行编码输入，而且已能进行声音或图像输入，对汉语语言的理解和处理已走向智能化。为了能在各
个处理环节中方便和确切地表示汉字，在汉字系统中要涉及到各种汉字代码，包括：汉字输入码、汉
字交换码、汉字机内码以及汉字输出码等。　　（1）汉字输入码：汉字输入码是将汉字的不同编码
规则通过键盘或其他设备，以编码形式输入计算机。汉字输入计算机可以通过图像识别、汉字语音识
别、汉字编码输人和非编码输入等方法。如电报明码、国标区位码、整字输入、字元编码、笔形编码
、拼音编码等，可通过标准键盘击键输入。　　（2）汉字机内码：汉字编码输入到计算机系统后，
要将其转换成计算机内部表示汉字的机内码，按照程序的要求，控制计算机对机内码进行加工处理。
　　（3）汉字交换码：汉字交换码是用于不同的汉字系统之间交换汉字信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字符集GB 2312—80，共收录一级汉字3755个，二级汉字3008个，各种图形符
号682个，共计7 445个。GB 2312—80规定每个汉字、图形符号都用两个字节表示，每个字节7位二进制
代码，与94个可打印字符（除空格外）的ASCII字符取值范围相同，GB 13000大字符集则收录了10902
个汉字与字符，符合国际肆八位编码字符集。汉字交换码还用区位码。区位码由4位数字组成，前两
位是区号01～94，后两位是位号01～94。区位码是把图形符号分为94个区（行），每个区叉分为94位
（列），并分别标出区号、位号来表示汉字的编码。当一个汉字在表中的位置确定之后，就能从纵、
横坐标上找到它的相应区号与位号，区号、位号连接起来就构成区位码。

Page 5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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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