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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数字电路基础

基本要求

1.  正确理解以下基本概念：正逻辑、负逻辑、数制

与码制、二极管与三极管的开关作用和开关特性、逻

辑变量、逻辑函数、“与、或、非”基本逻辑关系。

2.  熟练掌握三极管三种工作状态的特点及判别方法。

3.  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几种表示方法（真值表、表

达式、逻辑图），并会相互转换。



(1)    (54)D =(0101,0100)8421

                  =(1011,0100)2421

(2)    (87.15)D =(1000,0111.0001,0101)8421

                       =(1110,1101.0001,1011)2
421

(3)   (239.03)D =(0010,0011,1001.0000,0011)8421  

                        

=(0010,0011,1111.0000,0011)2421 





基本定律和恒等式基本定律和恒等式



第二章 逻辑门电路

基本要求

1.  正确理解以下基本概念：

推拉式输出、线与、高阻态。

2.  熟练掌握各种门电路的逻辑功能。

3. 熟悉各种门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主要参

数及应用中注意的问题。





     

     



电路如图所示，试用表格方式列出各门电路的名称，输
出逻辑表达式以及当ABCD=1001时，各输出函数的值。 



第三章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基本要求

1.正确理解以下基本概念：逻辑变量、逻辑函数、
“与、或、非”基本逻辑关系、竞争冒险。
2.熟练掌握逻辑函数的几种常用的表示方法：真值
表、逻辑表达式、逻辑图、卡诺图。并能熟练的相
互转换。
3. 熟练掌握逻辑代数基本定律、基本运算规则，
能够熟练用其对逻辑函数进行代数化简及表达式转
换。
4. 熟练掌握卡诺图化简法。
5.熟练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21. 人生犹如一本书，愚蠢者草草翻过，聪明人细细阅读。为何如此 . 因为他们只能读它一次。——保罗
36、不死就有生命，也就是说，有生命就有希望。——塞万提斯
46、而我终于忍不住哭着说我想你了说我过的并不好。
67、谁若想在厄运时得到援助，就应在平日待人以宽。——萨迪
一、 要事第一，做事要分轻重缓急
8. 那脑袋里的智慧，就像打火石里的火花一样，不去打它是不肯出来的。——莎士比亚
55、自由，我离开前送你的最好的礼物。你对我的习惯，便是你给我的最好的回报。

基本逻辑关系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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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步骤：

组合逻辑电路分析方法

1、 由逻辑图写出各输出端的逻辑表达式；

2、 化简和变换逻辑表达式；

3、 列出真值表；
4、 根据真值表或逻辑表达式，经分析最后确定其功能。

根据已知逻辑电路，经分析确定电路的的逻辑功能。



1、逻辑抽象（约定）：根据实际逻辑问题的因果关系确

定输入、输出变量，并定义逻辑状态的含义；

2、根据逻辑描述列出真值表；

3、由真值表写出逻辑表达式;

5、 画出逻辑图。

4、根据器件的类型,简化和变换逻辑表达式

一、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步骤 

    根据实际逻辑问题，求出所要求逻辑功能的最简单逻辑电路。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设计一个故障指示电路，具体要求为：

（1）两台电动机同时工作时，绿灯亮；

（2）一台电动机发生故障时，黄灯亮；

（3）两台电动机同时发生故障时，红灯亮。

解  1.设定A、B分别表示两台
电动机这两个逻辑变量，F
绿、F黄、F红分别表示绿灯、
黄灯、红灯；且用0表示电
动机正常工作，1表示电动
机发生故障；1表示灯亮，0
表示灯灭。

     2.建立真值表

  按设计要求可得真值表 

A B F绿 F黄 F红

0 0 1 0 0

0 1 0 1 0

1 0 0 1 0

1 1 0 0 1



3.  根据真值表求得输出逻辑函数的表达式

4.  化简上述逻辑函数表达式，并转换成适当的形式。由于
上述逻辑函数的表达式都是最简了，所以不用再化简。

 5.   根据逻辑函
数表达式画出逻
辑电路图。



第三章 组合逻辑模块及其应用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译码器、编码器、数据选择器、数值

比较器的逻辑功能及常用中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

2.熟练掌握半加器、全加器的逻辑功能，设计方

法。

3.正确理解以下基本概念：

       编码、译码、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

路。



用译码器实现逻辑函数的步骤

o 1.写出逻辑函数的最小项和的形式；

o 2.将逻辑函数的最小项和的表达式变换成与非
与非式；

o 3.画出接线图。

o 4.如果函数为4变量函数，用3/8线译码器实现，
则需先用两片3/8线译码器扩展成4/16线译码器，
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上步骤。



例1 试用译码器和门电路实现逻辑函数：

解：将逻辑函数转换成最小项表达式，

再转换成与非—与非形式。

=m3+m5+m6+m7

=

用一片74138加一个与非门

就可实现该逻辑函数。



利用8选1数据选择器组成函数产生器的一般步骤

a、将函数变换成最小项表达式

b、使器件处于使能状态

c、地址信号S2、 S1 、 S0 作为函数的输入变量

d、处理数据输入D0~D7信号电平。逻辑表达式中有

mi ,则相应Di =1，其他的数据输入端均为0。

         要实现的逻辑函数中的变量个数与数据选择器的地址输入端

的个数相同，将变量与数据选择器的地址输入端一一对应即可。

           如果要实现的逻辑函数中的变量个数与数据选择器的地
址输入端的个数不同，不能用前述的简单办法。应分离出多余的
变量，把它们加到适当的数据输入端。



例2  试用8选1数据选择器74X151实现单输出组合逻辑函数

o 解法一： 

其中：S2=A,S1=B,S0=C



比较Y与L，当 D5=D7= 1 , 
                D0=D1=D2=D4=0时

Y=L



熟练掌握555定时器构成的三种基本脉冲电路（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施密特触发器）的结构、工作原理、主要参数的计算。
（3）利用74160的同步置数功能。

解：设输入数据为输入变量，用X表示；
a、将函数变换成最小项表达式
基本要求
了解D/A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若由JK触发器构成，则应将上述状态方程改写成JK触发器特性方程的标准形式，即
要求当输入的四位二进制码中有奇数个1时，输出为1，否则为0。
根据已知逻辑电路，经分析确定电路的的逻辑功能。
0    1    0    1

例 设计一个串行数据检测器。
比较Y与L，当 D5=D7= 1 ,

由译码器74138和8选1数据选择器74151组成如图所示

的逻辑电路。X
2
X

1
X

0
及Z

2
Z

1
Z

0
为两个三位二进制数。试分析

电路的逻辑功能。



     试用8选1数据选择器74151和门电路设
计一个四位二进制码奇偶校验器。要求当
输入的四位二进制码中有奇数个1时，输
出为1，否则为0。
     解  设四位二进制码ABCD为输入逻辑

变量，校验结果L为输出逻辑变量。所对
应的奇偶校验器的逻辑关系真值表。

A    B    C    D L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1

0    1    0    0

0    1    0    1

0    1    1    0

0    1    1    1

1    0    0    0

1    0    0    1

1    0    1    0

1    0    1    1

1    1    0    0

1    1    0    1

1    1    1    0

1    1    1    1

0

1

1

0

1

0

0

1

1

0

0

1

0

1

1

0



第四章 触发器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各类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功能表、特性方

程、状态转换图、驱动表）。

2. 熟练掌握各种不同结构的触发器的触发特点，并

能够熟练画出工作波形。

3.熟悉触发器的主要参数。

4.熟悉各类触发器间的相互转换。

5.了解各类触发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  写出图示各电路的状态方程。 

        2  触发器的状态转换图如图所示，写出该触发器的特

性方程，如用JK触发器实现同样的功能，写出相应的逻辑关系
表达式，并画出电路图。 



第五章 时序逻辑电路
基本要求

1.正确理解以下基本概念：组合逻辑电路、时序

逻辑电路、同步和异步、计数和分频。

2.熟练掌握二进制、十进制计数器的工作原理、

逻辑功能；二进制计数器的设计方法。

3. 了解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时序逻辑电路分析的一般步骤:

1.观察电路的结构，确定电路是同步时序逻辑电路还是

异步时序逻辑电路，是米里型电路还是莫尔型电路。

４.确定电路的逻辑功能.

3.列出状态转换表或画出状态图和波形图；

  2. 根据给定的时序电路图,写出下列各逻辑方程式：

(1)写出各触发器的时钟方程。
(2)写出时序逻辑电路的输出方程。
(3)写出各触发器的驱动方程。
(4)将各触发器的驱动方程代入其特性方程，求得各触发器的次态方
程.



设计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一般步骤

同步时序电路的设计过程



(1)根据给定的逻辑功能建立原始状态图和原始状态表

(2)状态化简-----求出最简状态图 ；

合并等价状态，消去多余状态的过程称为状态化简

等价状态：在相同的输入下有相同的输出，并转换到同

一个次态去的两个状态称为等价状态。

①明确电路的输入条件和相应的输出要求，分别确定输入变量

和输出变量的数目和符号。

②找出所有可能的状态和状态转换之间的关系。

③根据原始状态图建立原始状态表。



(3)状态编码（状态分配）；

(4)选择触发器的类型

(6)画出逻辑图并检查自启动能力。

给每个状态赋以二进制代码的过程。

根据状态数确定触发器的个数，

(5)求出电路的激励方程和输出方程 ；

（M:状态数;n:触发器的个数）2n-1<M≤2n 

        选取编码方案的原则应有利于所选触发器的

驱动方程及电路输出方程的简化和电路的稳定



例 设计一个串行数据检测器。对它的要求是：连续输入3个或3个
以上的1时输出为1,其它情况下输出为0.

解：设输入数据为输入变量，用X表示；检测结果为输出变量，
用Y表示，其状态转换表为

其中S0为没有1输入的以前状态，S1为输入一个1以后的状态，S2

为输入两个1以后的状态，S3为连续输入3个或3个以上1的状态。

由状态表可以看出，S2和S3为等价状态，可以合并成一个。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74711305402300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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