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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共16章，重点介绍数制系统、布尔代数、逻辑门电路、加法器、常用集成电路、触发器、移位寄
存器、计数器、数/模转换、译码器、多路复用器、多路选择器、三态门和存储器等内容及其应用。与
同类书籍相比，本书具有简明扼要、叙述流畅等特点。另外，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本书提供了大量的计算机仿真试验内容。为了适应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本书增加了PLD
和GAL编程及应用方面的内容。
    本书可作为通信工程、电子工程、自动控制等专业数字电路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
学生及科技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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