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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前言

　　为了适应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和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从“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
要求和总结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来编写这本理论和实验合一的教材，采用更紧密的“教、学、做”教学
理念，在传统的传递知识型学科教学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做”使学生能学会学习，把被动接受
学习转向主动探究性的学习，使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对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更
具有意义和富有实际价值。　　教材的主要特色：　　（1）本课程教学依据是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
专业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尊重教学规律和学生认识规律，保证（不强调）知识的
系统性、逻辑性和完整性，更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来更好地掌握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以及分析和设计数字电路的一般方法。就目前来说，我们认为学习传统数字电子的理论技术对
于深入理解现代数字电子技术是必需的。　　（2）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并重。课程教学通过基础实
验和项目任务实验的引领，将理论知识点融入实验中，教材中安排了24个实验，其中验证性实验6个，
设计性实验8个，课外实验10个。设法改变原来的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的现状，鼓励
学生主动参与和充分交流，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更新知识的能力，在实践中教会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以符合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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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是依据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而编写
的理论和实验合一的教材。课程以基础实验和项目任务实验为引领，将知识点融人其中，通过实践来
学习基本理论，注重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的介绍和应用，始终贯彻“教、学、练、思”相结合的
原则，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学生熟悉器件在数字电子系统中的具体应用，从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
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建一种生动的教学模式。《数字电子
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电类各专业本科或专科“数字电子技术”及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
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和参考。本教材可满足先开设数字电路的要求。为方便教学，《数字电子技
术基础》配有理论课和习题课件，供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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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查找故障的目的是，确定产生故障的原因和部位，以便及时排除，使设备恢复正常工作。查找故
障通常用以下方法。　　1.直观检查法这是一种常规检查。是指不采用任何仪器设备，也不改动电路
接线。直接观察电路表面来发现问题、寻找故障的方法。　　1）静态观察：应仔细观察电路有没有
被腐蚀、破损；电源熔断器是否烧断；电源是否接人电路；导线有无断线或短路；电子元器件有无变
色或脱落，器件是否插对，引脚有无弯折、互碰；接插件有无松动、电解电容有无漏液、焊点有无脱
落；多余输入端处理是否正确；布线是否合理、是否有相碰短路现象。　　2）通电后观察：仔细观
察有无异常现象。如电源是否短路；器件是否因电流过大而产生发烫、异味或冒烟情况；脉冲是否加
入电路。此法适用于对故障进行初步检查。一般明显的故障可以用此法发现。　　3）用仪表测试电
路逻辑功能是否正常，并将检查的结果作详细记录，以供分析故障时使用。　　2.分割测试法一个数
字系统通常由多个子系统或模块组成，一旦发生故障往往很难查找。因此应将整个电路按电路结构或
实现功能分割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电路，根据故障现象和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将怀疑出故障的子
系统或模块单独进行检查。如其输入信号和控制信号都正常，而输出信号不正常时，则故障就出在该
子系统或模块内，然后再对该子系统或模块内的故障进行检查。此法用于快速确定故障范围，缩短查
找故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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