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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以及主要应用数字技术相关专业的技术
基础课程。数字逻辑是数字技术实践的基础，无论是设计集成电路器件还是制作整机设备，都必须具
备逻辑设计和数字系统知识。它涉及了数字技术的基本原理、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是工程实践性很
强的一门学科。　　为适应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本教材以小规模集成电路为引导，增强了中、大规
模集成电路的内容论述和应用举例，反映了新器件、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内容编排和选材上，着眼
于加强学生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程实践能力。通过学习，能使学生掌握
数字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分析方法，对常见的小、中、大规模集成电路能进行分析、设计和应用，并初
步掌握数字系统的设计方法，为研究通用或专用数字系统、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打好必要的基础。
在文字上，本教材力求做到深入浅出，简明通俗，故本教材也是一本有利于自学的读本。　　本书共
分八章，第一章阐述数制和码制；第二章介绍逻辑代数和逻辑函数的化简；第三章介绍门电路，重点
放在TTL和CMOS两种目前应用最广的数字集成电路；第四章讲述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第五章介绍最基本的时序电路——触发器，它也是构成各种复杂数字系统的一种基本逻辑单元；第六
章讨论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第七章介绍可编程逻辑器件，新增了几种新型的PLD器件；
第八章讲述用于产生矩形脉冲的各种电路。重点为第四章和六章。本书的每章中有例题，每章之后附
有习题，以利于学生联系实际，巩固所学知识。　　在本书中，逻辑符号采用的是国标符号。　　在
编写本书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已经出版的教材和文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虽然本书作为教材已经在相关的系及专业使用，并进行过适当的修改，但错误仍在所难免，热忱希望
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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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简明、系统地介绍了数制和码制、逻辑代数基础、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
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PLD、脉冲波形的产生与变换等内容。
本书可供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亦可供从事计算机、自动化以及电子
信息学科方面的生产、科研等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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