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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线路》数字部分实训大纲 

一、 总体说明 

1、实训目的与要求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结

构都随之发生变化。而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大厦的重要基石之一的就是

电子技术。数字电路是近代电子技术的重要基础，数字技术在近十年

来获得空前飞速的发展。随着数字集成工艺的日益完善，数字技术已

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让学生适应将来的社

会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竞争力。也为了更好的帮助书本知识的理解，

将实际操作与电子技术中数字部分的理论知识相结合，可以做到学以

致用，学以反思，理实结合。本学期开设了《电子线路》数字部分实

训。通过动手操作，让学生带着问题思考，自己动手解决，自己动手

设计。不仅可以知其然也可以知其所以然，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都能

得到发展。 

2、实训内容 

《电子线路》数字电子部分 

3、参考课时   

28 课时 

4、实训材料准备 

硬件：THETDD-1 型电工电子技术实训装置 

资料：《电子线路》、《THETDD-1 型电工电子技术实训装置》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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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书。 

5、考核办法 

出勤情况：10 分 

纪律表现：10 分 

实验报告：50 分 

操作规范：20 分 

安全注意：10 分 

6、实训方法与步骤： 

实训方法：学生两人一组，选出一个组长。组长负责组织本组的

实训过程并协调与其他组的合作。 

7、实训范例 

实训一  TTL 集成逻辑门 

一、实训目的 

1. 掌握 TTL 集成逻辑门的逻辑功能及其测试方法。 

2. 掌握 TTL 器件的使用规则。 

3. 熟悉电工电子技术实训装置的结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二、实训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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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TTL 集成逻辑门芯片管脚图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3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4  14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5  集成芯片 74LS04 1 片  

6  集成芯片 74LS08 1 片  

7  集成芯片 74LS20 1 片  

8  集成芯片 74LS32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用实训连接线将实训台上＋5V 电源和地连入实训挂箱 DDZ-22。实训用集成芯片的管脚

图见图 1-1。 

1. TTL 与门 74LS08 逻辑功能测试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4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08 集成块。 

(2) 根据图 1-1 的管脚图，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74LS08 的 14 脚，地接 7 脚。 

(3) 用实训连接线将逻辑电平输出口和 74LS08 两个输入端 A、B（1 脚和 2 脚）相连，以

提供“0”与“1”电平信号，开关向上，输出逻辑“1”，向下为逻辑“0”。门的输出端 Y（3 脚）接

由 LED 发光二极管组成的逻辑电平显示的输入口，LED 亮为逻辑“1”， 不亮为逻辑“0”。 

(4)按下表在两输入端输入相应电平，测量并记录相应输出。 

输入 
A 1 0 1 0 

B 0 1 1 0 

输出 Y     

2. TTL 非门 74LS04 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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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4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04 集成块。 

(2) 按照 74LS04 的管脚图，用实训连接线连接好输入和输出，接通＋5V 直流稳压电源。 

(3) 按下表在输入端输入相应电平，测量并记录相应输出。 

输入 0 1 

输出   

3. TTL 或门 74LS32 逻辑功能测试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4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32 集成块。 

(2) 按照 74LS32 的管脚图，用实训连接线连接好输入和输出，接通＋5V 直流稳压电源。 

(3) 按下表在输入端输入相应电平，测量并记录相应输出。 

 输入 
A 0 0 1 1 

B 0 1 0 1 

输出 Y     

4. TTL 与非门 74LS20 逻辑功能测试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4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20 集成块。 

(2) 按 74LS20 的管脚图，用实训连接线连接好输入和输出，接通＋5V 直流稳压电源。 

(3) 按下表在输入端输入相应电平，测量并记录相应输出。 

输入 

A 1 0 1 1 1 

B 1 1 0 1 1 

C 1 1 1 0 1 

D 1 1 1 1 0 

输出 Y      

 

五、集成电路芯片简介 

数字电路实训中所用到的集成芯片都是双列直插式的。识别方法是：正对集成电路型号

（如 74LS20）或看标记（左边的缺口或小圆点标记），从左下角开始按逆时针方向以 1，2，3，…

依次排列到最后一脚（在左上角）。在标准 TTL 集成电路中，电源端 VCC 一般排在左上端，

接地端 GND 一般排在右下端。如 74LS20 为 14 脚芯片，14 脚为 VCC，7 脚为 GND。若集成

芯片引脚上的功能标号为 NC，则表示该引脚为空脚，与内部电路不连接。 

六、TTL 集成电路使用规则 

1. 接插集成块时，要认清定位标记，不得插反。 

2. 电源电压使用范围为＋4.5V～＋5.5V 之间，实训中要求使用 Vcc=＋5V。电源极性绝

对不允许接错。 

3. 闲置输入端处理方法 

(1) 悬空，相当于正逻辑“1”，对于一般小规模集成电路的数据输入端，实训时允许悬空

处理。但易受外界干扰，导致电路的逻辑功能不正常。因此，对于接有长线的输入端，中规

模以上的集成电路和使用集成电路较多的复杂电路，所有控制输入端必须按逻辑要求接入电

路，不允许悬空。 

(2) 直接接电源电压 VCC（也可以串入一只 1～10kΩ 的固定电阻）或接至某一固定电压

(2.4≤V≤4.5V)的电源上，或与输入端为接地的多余与非门的输出端相接。 

(3) 若前级驱动能力允许，可以与使用的输入端并联。 

4. 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地，电阻值的大小将直接影响电路所处的状态。当 R≤680Ω 时，输

入端相当于逻辑“0”；当 R≥4.7 kΩ 时，输入端相当于逻辑“1”。对于不同系列的器件，要求的

阻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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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出端不允许并联使用（集电极开路门(OC)和三态输出门电路(3S)除外）。否则不仅

会使电路逻辑功能混乱，并会导致器件损坏。 

6. 输出端不允许直接接地或直接接＋5V 电源，否则将损坏器件，有时为了使后级电路

获得较高的输出电平，允许输出端通过电阻 R 接至 VCC，一般取 R＝3～5.1kΩ。 

 

 

 

 

 

 

 

 

 

 

实训二  CMOS 集成逻辑门 

一、实训目的 

1. 掌握 CMOS 集成门电路的逻辑功能和器件的使用规则。 

2. 熟悉几种基本集成引脚的排列。 

3. 进一步学习集成门电路的逻辑功能的测试方法。 

二、实训原理 

1. CMOS 集成门电路的芯片管脚图见附录 3。 

2. CMOS 电路的使用规则： 

(1) VDD 接电源正极，VSS 接电源负极（通常接地⊥），不得接反。CC4000 系列的电源

允许电压在＋3～＋18V 范围内选择，实训中一般要求使用＋5～＋15V。 

(2) 所有输入端一律不准悬空。 

闲置输入端的处理方法： 

a.按照逻辑要求，直接接 VDD（与非门）或 VSS（或非门）。 

b.在工作频率不高的电路中，允许输入端并联使用。 

(3) 输出端不允许直接与 VDD 或 VSS 连接，否则将导致器件损坏。 

(4) 在连接电路、改变电路连接或插、拔电路时，均应切断电源，严禁带电操作。 

(5) 焊接、测试和储存时的注意事项：  

a.电路应存放在导电的容器内，有良好的静电屏蔽。 

b.焊接时必须切断电源，电烙铁外壳必须良好接地，或拔下烙铁，靠其余热焊接。 

c.所有的测试仪器必须良好接地。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3  逻辑电平指示   DDZ-22 

4  14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5  集成芯片 CC4001 1 片  

6  集成芯片 CC4011 1 片  

7  集成芯片 CC4071 1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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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成芯片 CC4081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用实训连接线将实训台上＋5V 电源和地连入实训挂箱 DDZ-22。 

2. 验证与非门 CC4011、与门 CC4081、或门 CC4071 及或非门 CC4001 逻辑功能，其引

脚见附录 3。其验证方法与 TTL 电路相同，自拟表格记录测试结果。 

五、实训总结 

1. 掌握实训用各集成门引脚功能。 

2. 根据实训结果，写出各门电路的逻辑表达式，并判断被测电路的功能好坏。 

3. 绘出各实训内容的测试电路与数据记录表格。 

4. 绘出实训用各门电路的真值表表格。 

5. 各 CMOS 门电路闲置输入端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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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三  集成逻辑电路的连接和驱动 

一、实训目的 

1. 掌握 TTL、CMOS 集成电路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的性质。 

2. 掌握集成逻辑电路相互衔接时应遵守的规则和实际衔接方法。 

二、实训电路 

   

 

 

 

 

 

(a) 高电平输出                 (b) 低电平输出 

图 3-1 与非门电路输出特性测试电路 

 

 

 

 

 

 

 

 

 图 3-2 TTL 电路驱动 CMOS 电路              图 3-3 CMOS 驱动 TTL 电路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直流数字电压表  1 只 实训台 

3  直流毫安表  1 只 实训台 

4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5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6  逻辑笔  1 只 DDZ-22 

7  14P 芯片插座  2 个 DDZ-22 

8  集成芯片 74LS00 2 片  

9  集成芯片 CC4001 1 片  

10  电阻 100Ω、470Ω、3kΩ 各 1 个 DDZ-21 

11  电位器 10k 1 个 DDZ-12 

12  电位器 4.7k、47k 各 1 个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测试 TTL 电路 74LS00 及 CMOS 电路 CC4001 的输出特性（管脚图见附录 3） 

测试电路如图 3-1 所示，图中以与非门 74LS00 为例画出了高、低电平两种输出状态下

输出特性的测量方法。改变电位器 RW 的阻值，从而获得输出特性曲线，R 为限流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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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测试 TTL 电路 74LS00 的输出特性 

    在实训装置的合适位置选取一个 14P 插座。插入 74LS00，R 取为 100Ω，高电平输出时，

RW 取 47kΩ，低电平输出时，RW 取 10kΩ，高电平测试时应测量空载到最小允许高电平(2.7V)

之间的一系列点；低电平测试时应测量空载到最大允许低电平(0.4V)之间的一系列点。 

    (2) 测试 CMOS 电路 CC4001 的输出特性 

    测试时 R 取为 470Ω，RW 取 4.7kΩ 

    高电平测试时应测量从空载到输出电平降到 4.6V 为止的一系列点；低电平测试时应测量

从空载到输出电平升到 0.4V 为止的一系列点。 

2. TTL 电路驱动 CMOS 电路 

用 74LS00 的一个门来驱动 CC4001 的四个门，实训电路如图 3-2 所示，R 取 3kΩ。测量

连接 3k 与不连接 3k 电阻时 74LS00 的输出高低电平及 CC4001 的逻辑功能，测试逻辑功能时，

可用实训装置上的逻辑笔进行测试，将逻辑笔的输入口通过一根导线接至所需的测试点。 

3. CMOS 电路驱动 TTL 电路， 

电路如图 21-3 所示，被驱动的电路用两片 74LS00 的八个门并联。 

电路的输入端接逻辑电平输出插口，八个输出端分别接逻辑电平显示的输入插口。先用

CC4001 的一个门来驱动，观测 CC4001 的输出电平和 74LS00 的逻辑功能。 

    然后将 CC4001 的其余三个门，一个个并联到第一个门上（输入与输入，输出与输出并联），

分别观察 CMOS 的输出电平及 74LS00 的逻辑功能。                              

五、实训总结 

1. 掌握所用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 

2. 记录实训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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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四  组合逻辑电路 

一、实训目的 

1. 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测试方法。 

2. 掌握半加器、全加器的工作原理。 

二、实训电路 

1. 使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来设计组合电路是最常见的逻辑电路。设计组合电路的一般

步骤如图 22-1 所示。 

 

 

 

 

 

 

 

 

 

 

图 4-1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流程图 

    根据设计任务的要求建立输入、输出变量，并列出真值表。然后用逻辑代数或卡诺图化

简法求出简化的逻辑表达式。并按实际选用逻辑门的类型修改逻辑表达式。 根据简化后的逻

辑表达式，画出逻辑图，用标准器件构成逻辑电路。最后，用实训来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举例 

用“与非”门设计一个表决电路。当四个输入端中有三个或四个为“1”时，输出端才为“1”。 

设计步骤：根据题意列出真值表如表 4-1 所示，再填入表 4-2 中。 

表 4-1 

D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A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B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C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Z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1 1 

 

表 4-2 

      DA 

BC 
00 01 11 10 

00     

01   1  

11  1 1 1 

10   1  

    由卡诺图得出逻辑表达式，并演化成“与非”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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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BC＋BCD＋ACD＋ABD＝ ABCACDBCDABC   

根据逻辑表达式画出用“与非门”构成的逻辑电路如图 22-2 所示。 

 

 

 

 

 

 

 

图 4-2  表决电路逻辑图 

用实训验证逻辑功能，在实训装置适当位置选定三个 14P 插座，按照集成块定位标记插

好集成块 CC4012。 

按图 22-2 接线，输入端 A、B、C、D 接至逻辑开关输出插口，输出端 Z 接逻辑电平显

示输入插口，按真值表（自拟）要求，逐次改变输入变量，测量相应的输出值，验证逻辑功

能，与表 22-1 进行比较，验证所设计的逻辑电路是否符合要求。 

3. 半加器与全加器电路 

 

图 4-3 半加器电路                   图 4-4 全加器电路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直流数字电压表  1 只 实训台 

3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4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5  14P 芯片插座  3 个 DDZ-22 

6  集成芯片 CC4011 1 片  

7  集成芯片 CC4030 1 片  

8  集成芯片 CC4081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半加器电路 

    (1) 在实训装置的合适位置选取两个 14P 插座。插入异或门 CC4030 和与门 CC4081，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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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导线按照图 4-3，连接实训电路。 

(2) 输入端 A、B 接至逻辑电平输出插口，输出端 S 和 C 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插口，按下

表要求，逐次改变输入变量 A、B，测量相应的输出值并记录，验证逻辑功能。 

输 入 理论输出 实际输出 

A B C（进位） S（和） C（进位） S（和） 

0 0     

0 1     

1 0     

1 1     

2. 全加器电路 

    (1) 在实训装置的合适位置选取两个 14P 插座。插入异或门 CC4030 和与门 CC4011，用

实训导线按照图 4-4，连接实训电路。 

(2) 输入端 A、B、C 接至逻辑电平输出插口，输出端 S 和 C 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插口，

按下表要求，逐次改变输入变量 A、B、C，测量相应的输出值并记录，验证逻辑功能。 

输 入 理论输出 实际输出 

A B C C（进位） S（和） C（进位） S（和） 

0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0 1     

1 1 0     

1 1 1     

五、实训总结 

1. 掌握实训用各集成电路引脚功能。 

2. 列写实训任务的设计过程，画出设计的电路图。 

3. 对所设计的电路进行实训测试，记录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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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五  译码器 

一、实训目的 

1. 掌握译码器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2. 掌握中规模常用集成译码器的逻辑功能和使用方法。 

二、实训线路 

 

图 5-1  3线-8线译码器 74LS138逻辑图及引脚排列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直流数字电压表  1 只 实训台 

3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4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5  16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6  集成芯片 74LS138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3-8 线译码器 

用实训连接线将实训台上＋5V 电源和地连入实训挂箱 DDZ-22。实训用集成芯片的管脚

图见图 5-1。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6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138 集成块。 

(2) 根据图 23-1 的管脚图，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74LS138 的 16 脚，地接 8 脚。 

(3) 用实训连接线将译码器地址端 A0、A1、A2（即 1、2、3 脚）和使能端 S1、 2S 、 3S （即

6、4、5 脚）分别接至逻辑电平开关输出口，八个输出端接逻辑电平显示的输入口。 

(4) 按下表在 A0、A1、A2三输入端输入高、低电平，检测并记录输出端的电平。 

 

输 入 输 出 

S1 2S + 3S  A2 A1 A0 0Y  1Y  2Y  3Y  4Y  5Y  6Y  7Y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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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1         

1 0 0 1 0         

1 0 0 1 1         

1 0 1 0 0         

1 0 1 0 1         

1 0 1 1 0         

1 0 1 1 1         

五、实训总结 

1. 掌握实训用集成电路引脚功能。 

2. 列写实训任务的设计过程，画出设计的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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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六  译码与数码显示  

一、实训目的 

1. 熟悉数码显示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2. 掌握译码驱动器的工作原理及数码管的特点。 

二、实训电路 

1. 七段发光二极管(LED)数码管 

 

图 6-1  LED 数码管符号及引脚功能 

2. BCD 码七段译码驱动器 

本实训采用 CC4511 BCD 码锁存／七段译码／驱动器，驱动共阴极 LED 数码管。 

 

图 6-2  CC4511 引脚排列 

在实训挂箱 DDZ-22 上已完成了译码器 CC4511 和数码管 BS202 之间的连接。实训时，

只要接通+5V 电源和将十进制数的 BCD 码接至译码器的相应输入端 A、B、C、D 即可显示 0～

9 的数字。四位数码管可接受四组 BCD 码输入。 

CC4511 与 LED 数码管的连接如图 6-2 所示。 

表 6-1 为 CC4511 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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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CC4511 驱动一位 LED 数码管 

表 6-1 

输 入 输 出 

D C B A a b c d e f g 显示字形 

0 0 0 0 1 1 1 1 1 1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1 0 1 1 0 1 1 0 1  

0 0 1 1 1 1 1 1 0 0 1  

0 1 0 0 0 1 1 0 0 1 1  

0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0 0  

1 0 0 0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0 0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消隐 

1 0 1 1 0 0 0 0 0 0 0 消隐 

1 1 0 0 0 0 0 0 0 0 0 消隐 

1 1 0 1 0 0 0 0 0 0 0 消隐 

1 1 1 0 0 0 0 0 0 0 0 消隐 

1 1 1 1 0 0 0 0 0 0 0 消隐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直流数字电压表  1 只 实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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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4  译码显示器   DDZ-22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用实训连接线将实训台上＋5V 电源和地连入实训挂箱 DDZ-22。 

 (1) 将译码显示器左边的两个+5V 接线柱用实训导线连接起来。 

(2) 用实训连接线将译码显示器的 A1、B1、C1、D1 四个输入端分别接至逻辑电平开关

输出口。  

(3) 接通电源，分别拨动逻辑电平开关，在译码显示器的 A1、B1、C1、D1 四个输入端，

输入 0000-1001（十进制的 0-9），验证数码管显示的对应数字是否与理论一致。 

五、实训总结 

1. 根据实训任务，画出所需的实训线路。 

2. 对实训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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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AF 

实训七  数据选择器及其应用 

一、实训目的 

1. 掌握中规模集成数据选择器的逻辑功能及使用方法。 

2. 学习用数据选择器构成组合逻辑电路的方法。 

二、实训电路 

 

图 7-1  74LS151引脚图                    图 7-2  74LS153引脚图 

 

图 7-3  8选 1数据选择器                图 7-4  4选 1数据选择器实现 

实现 BABAF  的接线图                 ABCCABCBABCAF  的接线图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直流数字电压表  1 只 实训台 

3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4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5  16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6  集成芯片 74LS151 1 片  

7  集成芯片 74LS153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用 8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LS151 实现函数： 

                          

   (1) 根 据 表 7-1 所示 A、B 值，理论计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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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6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151 集成块，根据图 7-1 和图

7-3 连接实训线路。 

(3)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74LS151 的 16 脚，地接 8 脚。将 A、B（即 A0、A1）

接逻辑电平输出口，A2 接地，将 D1、D2 接“1”，D0、D3 接地，其余数据输入端 D4～D7 都

接地，8 选 1 数据选择器的输出 Q 接逻辑电平显示。 

(4) 按照表 7-1 所示，改变 A、B 值，观察并记录逻辑电平显示情况（发光管亮，表示输

出高电平“1”，发光管不亮，表示输出低电平“0”）。 

表 7-1 

B A 
F 

理论值 测量值 

0 0   

0 1   

1 0   

1 1   

2. 用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LS153 实现函数 ABCCABCBABCAF   

   (1) 根据表 7-2 所示 A、B、C 值，理论计算 F。 

(2)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6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153 集成块，根据图 7-2 和图

7-4 连接实训线路。 

(3) 按照表 7-2 所示，改变 A、B、C 值，观察并记录逻辑电平显示情况。 

表 7-2 

C B A 
F 

理论值 测量值 

0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0 1   

1 1 0   

1 1 1   

五、实训总结 

1. 总结数据选择器的工作原理。 

2. 总结实训收获、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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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八  触发器 

一、实训目的 

1. 掌握基本触发器的电路组成及其功能。 

2. 掌握基本 RS、JK、D 和 T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3. 掌握集成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使用方法。 

二、实训电路 

                    

图 8-1  基本 RS触发器                    图 8-2  钟控 RS触发器 

            

图 8-3  D触发器                    图 8-4  74LS112双 JK触发器引脚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3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4  单次脉冲源   DDZ-22 

5  14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6  16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7  集成芯片 74LS00 1 片  

8  集成芯片 74LS112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基本 RS 触发器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4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00 集成块，根据图 8-1 连接

实训线路。 

(2)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74LS00 的 14 脚，地接 7 脚。将 RD、SD 接逻辑电平

输出口，输出 Q 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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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表在输入端输入相应电平，观察并记录输出逻辑电平显示情况（发光管亮，表示

输出高电平“1”，发光管不亮，表示输出低电平“0”）。 

表 8-1 

RD SD Q 

0 0  

0 1  

1 0  

1 1  

2. 钟控 RS 触发器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4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00 集成块，根据图 8-2 连接

实训线路。CP 端连 DDZ-22 上的单次脉冲源。 

(2)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74LS00 的 14 脚，地接 7 脚。将 R、S 接逻辑电平输

出口，输出 Q 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口。 

(3) 按下表在输入端输入相应电平，观察并记录输出逻辑电平显示情况（发光管亮，表示

输出高电平“1”，发光管不亮，表示输出低电平“0”）。 

表 8-2 

R S Qn＋1 

0 0  

0 1  

1 0  

1 1  

3. D 触发器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4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00 集成块，根据图 8-3 连接

实训线路。CP 端连 DDZ-22 上的单次脉冲源。 

(2)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74LS00 的 14 脚，地接 7 脚。将 D 接逻辑电平输出口，

输出 Q 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口。 

(3) 按下表在输入端输入相应电平，观察并记录输出逻辑电平显示情况（发光管亮，表示

输出高电平“1”，发光管不亮，表示输出低电平“0”）。 

表 8-3 

D Qn＋1 

0  

1  

4. JK 触发器 

根据图 8-4 测试双 JK 触发器 74LS112 逻辑功能。任取一只 JK 触发器，R D、S D、J、K

端接逻辑电平开关输出插口，CP 端接单次脉冲源，Q、Q端接至逻辑电平显示输入插口。 

按表 8-4 的要求改变 J、K、CP 端状态，观察 Q、Q状态变化，观察触发器状态更新是否

发生在 CP 脉冲的下降沿（即 CP 由 1→0），记录之。 

表 8-4 

J K CP 
Qn＋1 

Qn＝0 Q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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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1   

1→0   

0 1 
0→1   

1→0   

1 0 
0→1   

1→0   

1 1 
0→1   

1→0   

五、实训总结 

1. 总结基本触发器的电路组成及其功能。 

2. 列表整理各类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3. 总结集成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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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九  计数器 

一、实训目的 

1. 学习用集成触发器构成计数器的方法。 

2. 掌握常用中规模集成电路计数器的使用及功能测试方法。 

二、实训线路 

 

图 9-1  四位二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74LS74） 

 

图 9-2  74LS192 引脚排列及逻辑符号 

LD—置数端   CPU—加计数端   CPD —减计数端    CO  —非同步进位输出端 

        BO—非同步借位输出端           D0、D1、D2、D3 —计数器输入端 

        Q0、Q1、Q2、Q3 —数据输出端    CR—清除端 

表 9-1 

输        入 输     出 

CR LD  CPU CPD D3 D2 D1 D0 Q3 Q2 Q1 Q0 

1 × × × × × × × 0 0 0 0 

0 0 × × d c b a d c b a 

0 1 ↑ 1 × × × × 加  计  数 

0 1 1 ↑ × × × × 减  计  数 

      当清除端 CR 为高电平“1”时，计数器直接清零；CR 置低电平则执行其它功能。 

   当 CR 为低电平，置数端LD也为低电平时，数据直接从置数端 D0、D1、D2、D3 置入计数

器。 

当 CR 为低电平，LD为高电平时，执行计数功能。 

执行加计数时，减计数端 CPD 接高电平，计数脉冲由 CPU 输入；在计数脉冲上升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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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8421 码十进制加法计数。 

执行减计数时，加计数端 CPU 接高电平，计数脉冲由减计数端 CPD输入，表 9-2 为 8421

码十进制加、减计数器的状态转换表。 

   表 9－2          
加法计数

 

输入脉冲数 0 1 2 3 4 5 6 7 8 9 

输出 

Q3 0 0 0 0 0 0 0 0 1 1 

Q2 0 0 0 0 1 1 1 1 0 0 

Q1 0 0 1 1 0 0 1 1 0 0 

Q0 0 1 0 1 0 1 0 1 0 1 

   

         

      减计数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3  逻辑电平显示器   DDZ-22 

4  单次脉冲源   DDZ-22 

5  14P 芯片插座  2 个 DDZ-22 

6  16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7  集成芯片 74LS74 2 片  

8  集成芯片 74LS192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用 74LS74 D 触发器构成 4 位二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 

(1) 在 DDZ-22 上选取两个 14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74 集成块，74LS74的管脚图

见附录 3，根据图 9-1 连接实训线路。 

(2)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74LS74 的 14 脚，地接 7 脚。R D 接至逻辑电平开关

输出插口，将低位 CP0 端接单次脉冲源，输出端 Q3、Q2、Q3、Q0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插口，

各SD 接高电平“1”。 

  (3) 清零后，逐个送入单次脉冲，观察 Q3～Q0 状态。 

2. 测试 74LS192 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的逻辑功能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6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74LS192 集成块，根据图 9-2 连接

实训线路。 

(2)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74LS192 的 16 脚，地接 8 脚。计数脉冲由单次脉冲源

提供，清除端 CR、置数端LD、数据输入端 D3 、D2、D1、D0分别接逻辑电平开关，输出端 Q3、

Q2、Q1、Q0接逻辑电平显示输入插口；CO和BO接逻辑电平显示插口。 

  (3) 改变清除端 CR、置数端LD、数据输入端 D3、D2、D1、D0的逻辑电平，观察 Q3～Q0 

状态。 

五、实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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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结集成触发器构成计数器的方法。 

2. 总结中规模集成电路计数器的使用及功能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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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十  移位寄存器 

一、实训目的 

1. 熟悉寄存器、移位寄存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2. 掌握中规模 4 位双向移位寄存器逻辑功能及使用方法。 

3. 熟悉移位寄存器的应用。 

二、实训电路 

 

图10-1  40194的逻辑符号及引脚功能 

D0、D1、D2、D3为并行输入端；Q0、Q1、Q2、Q3为并行输出端；SR为右移串行输入端，

SL为左移串行输入端；S1、S0为操作模式控制端； RC 为直接无条件清零端；CP为时钟脉冲输

入端。 

 

图 10-2 40194 逻辑功能测试                       图 10-3 环形计数器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3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4  单次脉冲源   DDZ-22 

5  16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6  集成芯片 CC40194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测试 CC40194 的逻辑功能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6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40194 集成块，根据图 10-2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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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线路。 

(2)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40194 的 16 脚，地接 8 脚。 RC 、S1、S0、SL、SR、

D0、D1、D2、D3 分别接至逻辑电平开关的输出插口；Q0、Q1、Q2、Q3 接至逻辑电平显示输

入插口。CP端接单次脉冲源。 

(3) 改变不同的输入状态，逐个送入单次脉冲，观察并记录 Q3～Q0状态，填入下表。 

清除 模  式 时钟 串  行 输  入 输  出 
功能总结 

RC  
S1 S0 CP SL SR D0 D1  D2  D3 Q0 Q1 Q2  Q3 

0 × × × × × ××××   

1 1 1 ↑ × × a  b  c  d    

1 0 1 ↑ × 0 ××××   

1 0 1 ↑ × 1 ××××   

1 1 0 ↑ 1 × ××××   

1 1 0 ↑ 0 × ××××   

1 0 0 ↑ × × ××××   

2. 环形计数器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6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40194 集成块，根据图 10-3 连接

实训线路。 

(2)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40194 的 16 脚，地接 8 脚。CP 端接单次脉冲源。把

输出端 Q3 和右移串行输入端 SR 相连接，设初始状态 Q0Q1Q2Q3＝1000，然后进行右移循

环，观察寄存器输出端状态的变化，记入下表中。 

CP Q0 Q1 Q2 Q3 

0 1 0 0 0 

1     

2     

3     

4     

五、实训总结 

1. 使寄存器清零，除采用 RC 输入低电平外，可否采用右移或左移的方法？可否使用并

行送数法？若可行，如何进行操作？ 

2. 若进行左移循环移位，图 10-3 接线应如何改接？ 

3. 画出用两片 CC40194 构成的七位右移串/并行转换器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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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十一  脉冲分配器及其应用 

一、实训目的 

1. 熟悉集成时序脉冲分配器的使用方法及其应用。 

2. 学习步进电动机的环形脉冲分配器的组成方法。 

二、实训电路 

集成时序脉冲分配器 CC4017 是按 BCD 计数／时序译码器组成的分配器：其逻辑符号及

引脚功能如图 11-1 所示。功能如表 11-1。 

CO — 进位脉冲输出端      CP — 时钟输入端              CR — 清除端    

 INH — 禁止端             Q0～Q9 — 计数脉冲输出端 

                                           表 11-1 

输  入 输  出 

CP INH CR Q0～Q9 CO 

× × 1 Q0 计数脉冲为              

Q0～Q4 时： 

CO＝1 

 

计数脉冲为 

Q5～Q9 时： 

CO＝0 

↑ 0 0 
计 数 

1 ↓ 0 

0 × 0 

保 持 
× 1 0 

↓ × 0 

× ↑ 0 

图 11-1  CC4017 的逻辑符号 

 

图 11-2  60 分频电路 

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3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4  单次脉冲源   DDZ-22 

5  计数脉冲   DDZ-22 

6  14P 芯片插座  3 个 DDZ-22 

7  16P 芯片插座  2 个 DDZ-22 

8  集成芯片 CC4011 2 片  

9  集成芯片 CC4013 1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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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集成芯片 CC4017 2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CC4017 逻辑功能测试 

(1) 在 DDZ-22 上选取一个 16P 插座，按定位标记插好 CC4017 集成块，根据图 11-1 连接

实训线路。 

(2) 将实训挂箱上＋5V 直流电源接 4017 的 16 脚，地接 8 脚。INH、CR 接逻辑开关的输

出插口。CP 接单次脉冲源，输出端接至逻辑电平显示输入插口。清零后，按功能表要求，改

变不同的输入状态，观察并列表记录输出状态。 

2. 按图 11-2 线路接线，自拟实训方案验证 60 分频电路的正确性。 

五、实训总结 

1. 画出完整的实训线路。 

2. 总结分析实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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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十二  555 定时器的应用 

一、实训目的 

1. 熟悉 555 型集成时基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及其特点。 

2. 掌握 555 型集成时基电路的基本应用。 

二、实训电路 

 

图 12-1 单稳态触发器 

 

图 12-2  多谐振荡器 

 

图 12-3  施密特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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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训设备与器件 

序 号 名 称 型号与规格 数 量 备 注 

1  直流稳压电源 ＋5V 1 路 实训台 

2  信号源   实训台 

3  频率计   实训台 

4  双踪示波器  1 台 自备 

5  逻辑电平输出   DDZ-22 

6  逻辑电平显示   DDZ-22 

7  单次脉冲源   DDZ-22 

8  计数脉冲   DDZ-22 

9  14P 芯片插座  1 个 DDZ-22 

10  电容 0.01μF 2 个 DDZ-21 

11  电容 0.1μF 1 个 DDZ-21 

12  电容 47μF 1 个 DDZ-21 

13  二极管 1N4148 1 个 DDZ-21 

14  电阻 1k、10k、5.1k 各 1 个 DDZ-21 

15  电阻 100k 1 个  

16  电阻 5.1k 1 个  

17  集成芯片 555 1 片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1. 单稳态触发器 

(1) 按图 12-1 连线，取 R＝100k，C＝47μF，输入信号 Vi 由单次脉冲源提供，用双踪示

波器观测 Vi，Vc，Vo 波形。 

(2) 将 R 改为 1k，C 改为 0.1μF，输入端加 1kHz 的连续脉冲，观测 Vi，Vc，Vo 波形。  

2. 多谐振荡器 

    按图 12-2 接线，用双踪示波器观测 Vc 与 Vo 的波形，测定频率。 

3. 施密特触发器 

    按图 12-3 接线，Vs 接实训台上的正弦波，预先调好 Vs 的频率为 1kHz，接通电源，逐渐

加大 Vs 的幅度，观测输出波形。 

五、实训报告 

1. 总结 555 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2. 分析、总结实训结果。 

 

 

 

 

 

附录 1 

集成逻辑门电路新、旧图形符号对照 

名称 新国标图形符号 旧图形符号 逻辑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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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门 

  

Y=ABC 

或门 

  

Y=A+B+C 

非门 

  

Y= A  

与非门 

  

Y= ABC  

或非门 

  

Y= CBA   

与或非门 

  

Y= CDAB   

异或门 

  

Y= BABA   

 

 

 

 

 

 

 

 

 

附录 2 

集成触发器新、旧图形符号对照 

名称 新国标图形符号 旧图形符号 触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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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与非门构成的基

本 RS 触发器 

 
 

无时钟输入，触发

器状态直接由 S 和

R 的电平控制 

由或非门构成的基

本 RS 触发器 
 

 

TTL边沿型 JK触发

器 

  

CP 脉冲下降沿 

TTL 边沿型 D 触发

器 

  

CP 脉冲上升沿 

CMOS边沿型 JK触

发器 

  

CP 脉冲上升沿 

CMOS 边沿型 D 触

发器 

  

CP 脉冲上升沿 

 

 

 

 

 

附录 3 

部分集成电路引脚排列 

一、74L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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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C40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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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C45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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