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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并以Proteus ISIS为辅助工具，用可视化方式
实现数字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有利于加深读者对数字逻辑电路和数字系统设计的理解和掌握。与
此同时，通过大量实例将目前数字系统设计中常用的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引入数字逻辑电路的设计过
程中，使读者尽可能早地接触到新的设计方法，不仅为本课程的教学开拓新路，同时也为将此类方法
用于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本书内容包括基础知识、逻辑代数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
基础、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基础、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数字电路、转换电路、可编程逻辑基础、
数字系统设计基础等。
本书可作为计算机类、电子类、自动化类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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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条件编译
5.6C51程序实例
5.6.1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5.6.2串行口数据收发
5.6.3查询方式的定时器应用
5.6.4中断方式的定时器应用
习题与思考
第6章　输入输出接口及系统扩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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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键盘及其接口设计
6.1.1键盘的基本工作原理
6.1.2独立式键盘接口设计
6.1.3行列式键盘接口设计
6.2LED显示器及其接口设计
6.2.1数码管显示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6.2.2数码管的静态显示与动态显示
6.3字符点阵LCD显示模块的控制——模拟总线时序驱动
6.3.11602字符点阵式LCM简介
6.3.21602 字符点阵式LCM与单片机的接口
6.4图形点阵LCD显示模块的控制——扩展总线驱动
6.4.1128×64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简介
6.4.2128×64图形点阵式LCM和单片机的接口
6.5并行输入输出接口的扩展
6.5.1通过串行口扩展并行输入输出接口
6.5.2通过系统总线扩展并行I/O端口
6.6单片机I/O端口模拟时序操作扩展设备
6.6.1I2C串行总线的基本特点
6.6.2I2C串行总线通信协议
6.6.3单片机系统I2C串行总线应用实例
习题与思考
第7章　单片机串行通信接口
7.1Hello,World!
7.2单片机串行口查询方式通信
7.2.1设计思路分析
7.2.2串行口查询方式通信程序实例
7.3单片机串行口中断方式通信
7.3.1设计思路分析
7.3.2串行口中断方式通信程序实例
7.4通过16C550扩展串行通信接口
7.4.116C550简介
7.4.2单片机控制16C550实现扩展串行口
7.5扩展串行口在GSM无线通信网络中的应用
7.5.1GSM网络概述
7.5.2GSM Modem模块简介
7.5.3通过GSM Modem收发短消息
7.5.4GSM Modem模块与单片机的接口及应用
7.6通过RS?485总线实现单片机的多机通信
7.6.1单片机和RS?485总线收发器的接口电路设计
7.6.2单片机主从式多机通信的原理
7.6.3单片机主从式多机通信实例
习题与思考
第8章　电话通信接口
8.1电话用户线接口简介
8.1.1用户线接口的功能
8.1.2用户线接口信号分析
8.2用户线信号检测及控制电路的设计
8.2.1振铃信号检测电路
8.2.2双音多频信号译码电路

Page 12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设计·基于Pro》

8.2.3电话接口电路
8.2.4继电器控制电路
8.3电话远程遥控系统的硬件电路设计
8.3.1CPU的选择
8.3.2各部分电路的工作原理
8.4电话远程遥控系统的软件设计
8.4.1软件系统分析
8.4.2系统软件设计
习题与思考
第9章　以太网通信接口
9.1TCP/IP协议的分层结构及数据处理
9.1.1TCP/IP协议的分层结构
9.1.2TCP/IP协议数据的处理
9.2相关协议报文的格式
9.2.1以太网帧格式
9.2.2ARP报文格式
9.2.3IP报文格式
9.2.4ICMP报文格式
9.2.5UDP报文格式
9.3嵌入式精简TCP/IP协议栈的结构及现实意义
9.3.1嵌入式精简TCP/IP协议栈的总体结构
9.3.2嵌入式精简TCP/IP协议栈的现实意义
9.4以太网串行口数据转换模块的硬件设计
9.4.1以太网接口芯片RTL8019AS
9.4.2单片机系统接口电路设计
9.5以太网串行口数据转换模块的软件设计
9.5.1串行口控制程序的设计
9.5.2RTL8019AS控制程序的设计
9.5.3精简TCP/IP协议栈系统工作流程及代码分析
9.5.4以太网串行口数据转换模块工作实测
习题与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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