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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

前言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类、信息类、通信类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比
较强的课程。本书是按照教育部最新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本着“理论够用，应用为主，注重实践”的“一体化”教学思想编写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根据
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情况，删除了繁杂的数学公式推导以及集成电路的内部结构，力求简明扼要、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本书从工程应用角度出发，介绍了数字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和理论，为进一步学
习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全书共分为9章。第l章是数字电路概述，主要内容是数制和码制；第2章是
逻辑代数基础，讲述逻辑关系和逻辑函数；第3章是逻辑门电路，介绍了逻辑门的电路实现及集成逻
辑门的基本知识；第4章为组合逻辑电路，主要介绍组合逻辑电路分析、设计及典型组合逻辑电路：
第5章为触发器，介绍了触发器的分类、原理及应用；第6章是时序逻辑电路，重点介绍时序逻辑电路
的分析方法及典型时序逻辑器件；第7章是555定时器与脉冲产生电路，介绍了555定时器及其在脉冲信
号产生中的应用；第8章是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简要介绍了存储器及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概念及
应用；第9章是数／模和模／数转换器，简单介绍了数／模和模／数转换器的原理及典型器件。　　
本书注重“讲、学、做”统一协调，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理论、EWB仿真实验和实
训紧密结合，突出了数字电子技术的应用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同时，本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且叙述简练清楚，实例与知识点结合恰当，例题分析透彻，实验实训内容安
排合理，习题难易适度，便于学生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子通信、电气自动化、机电
一体化等专业的“一体化教学”的专用教材，也可以在各类职业院校及相关培训机构推广使用，同时
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使用。　　本书由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宋卫海、杨现德任主编并统
稿：田青松、丁有强、林立松、赵阳、王灵芝、丁文花任副主编，王晓辉、侯大平、王锋参编。本书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编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
中难免存在缺点和疏漏，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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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子技术》凝聚了编者多年的教学积累和精华，充分体现了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理论知识以
“必需、够用”为原则，突出应用性、针对性、实用性。此外，《数字电子技术》知识结构合理、重
点突出，做到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每一章都有相应的实验或实训。全书共分9章。第1章是数字电路
概述，第2章是逻辑代数基础，第3章是逻辑门电路，第4章为组合逻辑电路，第5章是触发器，第6章是
时序逻辑电路，第7章是555定时器与脉冲产生电路，第8章是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第9章是数／
模和模／数转换器。
《数字电子技术》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电子通信、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类专业的教材，也可
供从事这方而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数字电子技术》

书籍目录

第1章 数字电路概述  1.1 概述    1.1.1 电路中的信号    1.1.2 数字电路的特点    1.1.3 数字电路的应用举例   
1.1.4 数字脉冲波形的主要参数  1.2 数制    1.2.1 数制    1.2.2 不同数制间的转换  1.3 码制    1.3.1 编码位数   
1.3.2 常用BCD码    1.3.3 用二进制码表示十进制数    1.3.4 格雷码    1.3.5 ASCIl码  习题一第2章 逻辑代数基
础  2.1 逻辑代数中的运算    2.1.1 基本逻辑运算    2.1.2 常用复合逻辑运算  2.2 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公式及
规则    2.2.1 逻辑代数中的基本定律和公式    2.2.2 逻辑代数中的常用公式    2.2.3 逻辑代数中的三个基本
规则  2.3 逻辑函数    2.3.1 逻辑函数的定义    2.3.2 逻辑函数的建立    2.3.3 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  2.4 逻辑函
数的代数化简与变换    2.4.1 逻辑函数化简的意义    2.4.2 最简逻辑函数式    2.4.3 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   
2.4.4 逻辑函数的代数变换  2.5 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2.5.1 卡诺图    2.5.2 卡诺图表示逻辑函数    2.5.3
卡诺图法化简逻辑函数原理    2.5.4 用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的步骤    2.5.5 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的化简  
实验2.1 分立元件实现门电路  习题二第3章 逻辑门电路  3.1 二极管、三极管和MOS管的开关特性    3.1.1 
二极管的开关特性    3.1.2 三极管的开关特性    3.1.3 MOS管的开关特性  3.2 分立元件构成的逻辑门电路   
3.2.1 基本逻辑门电路    3.2.2 组合逻辑门电路  3.3 集成逻辑门电路简介    3.3.1 数字集成逻辑门电路    3.3.2
集成逻辑门电路性能指标  3.4 TTL集成逻辑门电路    3.4.1 TTL与非门    3.4.2 集电极开路门(OC门)    3.4.3
TTL三态输出门(TSL门)    3.4.4 集成TTL与非门举例——5400TTL／7400TTL.    3.4.5 TTL集成逻辑门电路
的使用注意事项  3.5 CMOS集成门电路    3.5.1 CMOS反相器    3.5.2 CMoS与非门电路    3.5.3 CMOS或非
门电路    3.5.4 CMOS三态门电路    3.5.5 CMOS传输门    3.5.6 MO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3.6 国内外集成电
路的命名方法    3.6.1 我国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命名方法(见表3-6-1)    3.6.2 以荷兰飞利浦公司为例介绍
国外集成电路的命名方法(见表3-6-2)  实验3.1 TTL和CMOS逻辑功能测试  实验3.2 门电路多余输入端的
处理  实验3.3 三态门逻辑功能测试及应用  习题第4章 组合逻辑电路第5章 触发器第6章 时序逻辑电路
第7章 555定时器与脉冲产生电路第8章 存储器与可编辑逻辑器件第9章 数/模和模/数转换器附录1 EWB
简介附录2 常用数字集成电路型号及引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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