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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逻辑代数基础 

一、本章知识点 

1． 数制及不同数制间的转换  

熟练掌握各种不同数制之间的互相转换。 

2． 码制 定义、码的表示方法 

BCD 码的定义，常用 BCD 码特点及表示十进制数的方法。 

3． 原码、反码、补码的表示方法 

正数及负数的原码、反码、补码。 

4． 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和常用公式 

掌握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和常用公式。 

5． 逻辑代数的三个基本定理 

定义，应用 

6．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及相互转换 

7．逻辑函数最小项之和的标准形式 

8．逻辑函数的化简 

公式法化简逻辑函数 

卡诺图法化简逻辑函数的基本原理及化简方法 

 

二、例题 

1.1 数制转换 

1. (46.125)10= (  101110.001  )2 =(  56.1  )8=(   2E.2  )16 

2. (13.A)16=( 00010011.1010 )2=( 19.625 )10  

3. (10011.1)2=(  23.4  )8=( 19.5  )10 

1.2 写出下列数的八位二进制数的原码、反码、补码 

原码，就是用最高位表示数符(0 表示正数、1 表示负数)。正数，原码=反码=补码；负数，

反码：除符号位以外，对原码逐位取反；补码：反码+1 

1.（-35）10= (10100011 )原码= (11011100)反码=(11011101)补码 

2. (+35)10 = (00100011 )原码= (00100011)反码=(00100011)补码   

3. (-110101)2 = (10110101 )原码= (11001010)反码=(11001011)补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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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0101)2 = (00110101 )原码= (00110101)反码=(00110101)补码      

5. (-17)8=(10001111 )原码= (11110000)反码=(11110001)补码 

1.3. 将下列三位 BCD 码转换为十进制数 

根据 BCD 码的编码规则，四位一组展成对应的十进制数。 

1. (10110010110)余 3 码 = （263）10     

2. (10110010110)8421 码= （596）10 

1.4 分别求下列函数的对偶式 Y
‘
和反函数Y  

1. DCBAY  )(  

DCBAY  )('
 

DCBAY  )(  

2. DACBAY   

)()(' DACBAY   

DCBAY  )(  

1.5 求下列函数的与非-与非式。 

1. BAABY    

BAABY   

1.6 将下列函数展成最小项之和的标准形式 

1. Y= CBBA    

CBACBACBA

CBACBACBACBAAACBCCBAY



 )()(
 

2. QRSY   

SRQQSRQRSQRSQRS

SSQRQQRRSQRS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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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用公式法化简下列函数 

1. CABCBBCAACCBAY ),,(  

CCABC

CABBBAACCABCBBCAACCBAY



 )(),,(
 

2. DDCCBCAABY   

11

)(

)()(







DC

DCBAAB

DCCBCAABDDCCBCAABY

 

1.8 用卡诺图化简下列逻辑函数 

1.   )15,14,13,12,11,10,6,5,4,2(),,,( mDCBAY  

 

DCACCBY   

 

2.   )11,9,8,3,1,0()15,12,7,6,4,2(),,,( dmDCBAY  

 

CACDDCY   



 4 

3. 
0:

)9,8,7,5,2,1,0(),,,(




ACAB

mDCBAY

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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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门电路 

一、本章重点 

1．各类门电路的符号及功能； 

2．TTL 电路的外特性及其应用 

3．CMOS 电路的外特性及其应用 

二、本章知识点 

 (一) 基本概念 

1、熟记各种功能门电路的逻辑符号。 

2、熟记 TTL、CMOS 门的主要电气参数（高低电平的典型值、转折电压值）。 

3、正确理解噪声容限的概念。 

4、正确理解哪些 TTL门电路可以将输出端并联使用。 

5、正确理解门电路多余输入端的处理方法（应该接什么逻辑电平）。 

6、熟练掌握 TTL 门电路输入端的负载特性，开门电阻值、关门电阻值，会判断输入

端在接不同负载电阻时所对应的相应逻辑值。 

7、熟练掌握 TTL 门电路的输入端电压电流关系特性（在输入高、低电平时相应的电

流方向及大小）。 

8、熟练掌握 TTL 门电路的输出端电压电流关系特性（在输出高、低电平时相应的电

流方向及大小）。 

9、会判断负逻辑的门电路转换成正逻辑时门电路新的逻辑功能。 

10、会比较 TTL电路系列产品（74、74H、74S、74LS）的性能（工作速度、功耗）。 

11、熟记集电极开路门、三态门、CMOS传输门的功能及逻辑符号。 

12、正确理解集电极开路的门电路（OC门）使用时时需要外接电源和限流电阻，输出

端能并联使用实现“线与”的工作特点。 

13、会根据使能端逻辑值判断三态门的工作状态，会根据控制端逻辑值判断 CMOS 传

输门的工作状态。 

14、正确理解 CMOS 传输门输入、输出端可以互换使用、实现数据双向传输的特点；

CMOS传输门又称为电子模拟开关，可用来传输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信号，正确理解其

电路的基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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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简要分析 

熟练掌握各种功能门电路的逻辑功能。熟练掌握 TTL 门电路输入端的负载特性、

输入/输出端的电压电流关系特性，会判断各种情况下输入端的逻辑值。熟练掌握集电

极开路门的线与结构、三态门工作状态的判断、CMOS传输门工作状态的判断。 

在掌握以上知识点的前提下，具备以下分析能力： 

1、根据各种门电路的给定接法，写出相应的输出逻辑表达式。 

2、根据各种门电路的给定接法，求出相应的输出逻辑值。 

3、根据各种门电路的给定接法、及输入波形，画出相应的输出波形。 

4、分析给定的各种门电路的接法，指出电路中存在的问题并改正。 

三、例题 

1．指出下图中由 TTL门电路组成的逻辑电路的输出是什么（高电平、低电平、高阻）？ 

 

解：Y1= 低电平        Y2= 高电平        Y3= 高阻             Y4= 高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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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知图示 TTL门电路的输入端波形，试分别画出 Y1、Y2、Y3、Y4的输出波形。 

 

解：波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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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图电路均由 TTL门组成，RON=2K，ROFF=0.7K，试分别写出输出函数的表达式。 

 

解： 0011  BCAY   

DCBAY 2   

   CABCBCACABCABCABY 3  

 

4．已知 CMOS逻辑电路如图所示，试写出输出逻辑函数 Y1、Y2的表达式。 

 

解： AY 1  

    CBAC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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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TL门电路如图所示。 

（1）图中多余输入端 B应接             。 

（2）为使图中电路 F1=f(A,C)正常工作，该电路是否还有错误？为什么？如有错误，请改正。 

在上述（1）、（2）问题解决后： 

（3）如 A=1、C=0，1门输出 Y          ，F1=        ； 

     如 A=1、C=1，1门输出 Y          ，F1=        ； 

 

解： 

（1）图中多余输入端 B应接    低电平       。 

（2）或非门输入端通过 10K电阻接地，相当于常接高电平，封锁了或非门，使它出低电平，

与 A、C无关了。因此，为使图中电路 F1=f(A,C)正常工作，该电路确实有错误。 

改正：把 10K电阻改换为小于 700Ω的电阻即可。 

（3）如 A=1、C=0，1门输出 Y    0     ，F1=   1     ； 

     如 A=1、C=1，1门输出 Y    高阻      ，F1=   0    ； 

 

6．已知逻辑电路如图所示，试分别写出 Y1、Y2、Y3、Y4的输出逻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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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11Y   

02 Y  

3Y 高阻 

0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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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合逻辑电路 

一、本章知识点 

(一)概念 

1.组合电路：电路在任一时刻输出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而与电路原来的状态无关。 

电路结构特点：只有门电路，不含存储（记忆）单元。 

2.编码器的逻辑功能：把输入的每一个高、低电平信号编成一个对应的二进制代码。 

优先编码器：几个输入信号同时出现时，只对其中优先权最高的一个进行编码。 

3.译码器的逻辑功能：输入二进制代码，输出高、低电平信号。 

显示译码器：半导体数码管(LED 数码管)、 液晶显示器(LCD) 

4.数据选择器：从一组输入数据中选出某一个输出的电路，也称为多路开关。 

5.加法器 

半加器：不考虑来自低位的进位的两个 1 位二进制数相加的电路。 

全加器：带低位进位的两个 1 位二进制数相加的电路。 

超前进位加法器与串行进位加法器相比虽然电路比较复杂，但其速度快。 

6.数值比较器：比较两个数字大小的各种逻辑电路。 

7.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一冒险现象 

竞争：门电路两个输入信号同时向相反跳变(一个从 1 变 0，另一个从 0 变 1)的现象。 

竞争-冒险：由于竞争而在电路输出端可能产生尖峰脉冲的现象。 

消除竞争一冒险现象的方法：接入滤波电容、引入选通脉冲、修改逻辑设计 

(二)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分析步骤： 

1.由图写出逻辑函数式，并作适当化简； 

注意：写逻辑函数式时从输入到输出逐级写出。 

2.由函数式列出真值表； 

3.根据真值表说明电路功能。 

(三)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设计步骤： 

1.逻辑抽象： 

设计要求----文字描述的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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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要求---真值表 

(1) 设定变量--根据因果关系确定输入、输出变量； 

(2)状态赋值：定义逻辑状态的含意 

    输入、输出变量的两种不同状态分别用 0、1 代表。 

(3)列出真值表 

2.由真值表写出逻辑函数式 

   真值表→函数式，有时可省略。 

3.选定器件的类型 

可选用小规模门电路，中规模常用组合逻辑器件或可编程逻辑器件。 

4.函数化简或变换式 

(1)用门电路进行设计：从真值表----卡诺图/公式法化简。 

(2)用中规模常用组合电路设计：把函数式变换为与所用器件函数式相似的形式。 

(3)使用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组合电路 

5.画出逻辑图 

原理性设计(逻辑设计)完成。 

(四)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功能 

编码器、译码器、数据选择器、加法器、数值比较器 

(五)用常用中规模集成组合逻辑器件计组合电路 

1.用译码器器设计组合电路 

方法： 

(1)选择集成二进制译码器； 

(2)写函数的标准与非-与非式； 

(3)确认变量和输入关系； 

(4)画连线图。 

2.用数据选择器设计组合电路 

方法： 

(1)写出函数的标准与或式和数据选择器表达式； 

(2)对照比较确定输入变量和地址码的对应关系； 

输入变量可能是变量(原变量或反变量)，也可能是常量(0 或 1)。 

(3)画连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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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加法器设计组合电路--用在加（减）某一常数的场合 

二、例题 

1.组合电路如图所示，分析该电路的逻辑功能。 

 

 

 

 

解： 

(1)由逻辑图逐级写出逻辑表达式 

    ABCP   

   CPBPAPL  ABCCABCBABCA   

(2)化简与变换 

CBAABCCBAABCCBAABCL  )(

(3)由表达式列出真值表 

(4)分析逻辑功能                              

由真值表可知，当 A、B、C 三个变量不一致时，电路

输出为“1”，所以这个电路称为“不一致电路”。 

         真值表 

A   B   C L 

0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0   1 

1   1   0 

1   1   1 

0 

1 

1 

1 

1 

1 

1 

0 

&

&

&

&

¡Ý 1A
B
C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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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 3 线-8 线译码 74LS138（输出低电平有效）和 4 选 1 数据选择器（74LS153）组成如图

所示的电路，B1、B2 和 C1、C2为二组二进制数，试列出真值表，并说明功能。 

 

 

 

 

 

 

 

 

 

解：  输出表达式： 2 1 2 10 1 1 2 2 3 2 1F D C C D C C D C C D C C     

0 2 1 2 2 1 4 2 1 6 2 1Y C C Y C C Y C C Y C C         

2 1 0 2 1 2 1 0 2 1 2 1 0 2 1 2 1 0 2 1A A A C C A A A C C A A A C C A A A C C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B B C C B B C C B B C C B B C C         

 

 

 

 

 

功能说明： 

由地址码 C2C1 选择 B2B1 的最小项的反变量输出 

 

3.设计一个监视交通信号灯工作状态的逻辑电路。正常情况下，红、黄、绿灯只有一个亮，

否则视为故障状态，发出报警信号，提醒有关人员修理。 

要求：（1）用门电路实现（2）用 3-8 线译码器实现（3）用 4 选 1 数据选择器实现。 

74LS138

Y0  

Y1  

Y2 

Y3  

Y4 

Y5  

Y6  

A0  

A1  

A2  

S1  

S2  

S3 

Y7  

1

B1

B2

74LS153

SA0  A1  

D0  

D1  

D2  

D3  

F

C2  C1  

74LS138

Y0  

Y1  

Y2 

Y3  

Y4 

Y5  

Y6  

A0  

A1  

A2  

S1  

S2  

S3 

Y7  

1

B1

B2

74LS153

SA0  A1  

D0  

D1  

D2  

D3  

F

C2  C1   

真值表 

2C 1C

0    0

0    1

1    0

1    1

F

2 1B B

2 1B B

2 1B B

2 1B B

2C2C 1C1C

0    0

0    1

1    0

1    1

F

2 1B B

2 1B B

2 1B B

2 1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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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1)用门电路实现 

①逻辑抽象 

输入变量：R、A、G，红、黄、绿灯；灯亮为 1，不亮为 0。 

输出变量：Z--故障信号，正常工作 Z为 0，发生故障 Z为 1。 

列出真值表 

 

 

 

 

 

 

②写出函数式并化简   Z R A G RAG RAG RAG RAG      

经卡诺图化简得：   Z R A G RA RG AG     

③画出电路图 

 

 

 

 

 

 

真值表 

R   A   G Z 

0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0   1 

1   1   0 

1   1   1 

1 

0 

0 

1 

0 

1 

1 

1 

 

&

1
&

&

&

1

1 ≥1

R

G

A

Z

&

1
&

&

&

1

1 ≥1

R

G

A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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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 3-8 线译码器实现 

①标准与或式    0 3 5 6 7  Z R A G RAG RAG RAG RAG m m m m m           

②化成与非-与非式  0 3 5 6 7 0 3 5 6 7Z m m m m m m m m m m           

③设 R=A2、A=A1、G=A0  

则
0 3 5 6 7Z Y Y Y Y Y      

④画连线图 

 

 

 

 

 

 

 

(3)用 4 选 1 数据选择器实现 

①标准与或式      Z R A G RAG RAG RAG RAG      

S =1 时 4 选 1     0 1 0 1 1 0 2 1 0 3 1 0Y D A A D A A D A A D A A     

②确定输入变量和地址码的对应关系 

令 A =A1，G = A0    (  ) ( ) ( ) 1Z R A G R AG R A G A G      

则： 0D R   1 2D D R    3 1D   

③画连线图 

 

 

 

 

 

 

74LS138

Y0  

Y1  

Y2 

Y3  

Y4 

Y5  

Y6  

A0  

A1  

A2  

S1  

S2  

S3 

Y7  

Y

A

G

1

&
Z

74LS138

Y0  

Y1  

Y2 

Y3  

Y4 

Y5  

Y6  

A0  

A1  

A2  

S1  

S2  

S3 

Y7  

Y

A

G

1

&
Z

 

74LS153
1

2

D0 D1 D2 D3

A1

A0

Y

S
A

G

Z

1

R 1

74LS153
1

2

D0 D1 D2 D3

A1

A0

Y

S
A

G

Z

11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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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别用 74LS153(4 选 1 数据选择器)和 74LS152(8 选 1)实现函数 F=AB+BC+AC。 

解：(1)用 4 选 1 数据选择器来设计  

①标准与或式   F ABC ABC ABC ABC     

数据选择器   
0 1 0 1 1 0 2 1 0 3 1 0Y D A A D A A D A A D A A     

②确定输入变量和地址码的对应关系 

令 A1 = A,  A0 = B      0 1 2 3Y D AB D AB D AB D AB     

1 0F AB C AB C AB AB         

则 D0 = 0   D1 =D2 = C   D3 = 1 

③ 画连线图 

 

 

 

 

 

 

(2)用 8 选 1 数据选择器来实现 

①标准与或式 

F ABC ABC ABC ABC     

0 ( ) 0 ( ) 0 ( ) 1 ( ) 0 ( ) 1 ( ) 1 ( ) 1 (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ABC               

8选 1数据选择器： 

0 2 1 0 1 2 1 0 2 2 1 0 3 2 1 0 4 2 1 0 5 2 1 0 6 2 1 0 7 2 1 0Y D A A A D A A A D A A A D A A A D A A A D A A A D A A A D A A A       

②确定输入变量和地址码的对应关系 

令 A=A2，B=A1，C=A0     D3=D5=D6=D7=1D0=D1=D2=D4=0  

③画图 

F

A B
1

C

Y

1/2  74LS153
D3 D2 D1 D0 A1 A0 S

F

A BA B
1

C

Y

1/2  74LS153
D3 D2 D1 D0 A1 A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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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LS152

D4  
D5  D6 D7 A0 

A1  

A2  

D3  D2  

D1  D0  

Y

S

A

B

C

F

0 1

74LS152

D4  
D5  D6 D7 A0 

A1  

A2  

D3  D2  

D1  D0  

Y

S

A

B

C

F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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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触发器 

一、本章知识点 

1、掌握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其中 JK 触发器逻辑功能最强） 

2、掌握触发器的特性方程 

3、触发器的相互转换方法（JK、D 转换成其它类型触发器） 

4、掌握 JK、D 触发器的动作特点（主从、边沿、维持阻塞触发器） 

5、掌握由 JK、D 触发器等构成的电路分析及工作波形绘制 

二、练习题举例 

分析： 

1、JK 触发器的触发信号和输入信号如图所示。试画出 Q1 端的输出波形。（所

有触发器的初态为 0） 

 

解： 

 

 

 

2、用主从的 D 触发器和边沿触发的 JK 触发器组成的电路如图所示。已知触发

信号和输入信号，试画出 Q1、Q2 的输出波形。（所有触发器的初态为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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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时序逻辑电路 

一、本章知识点 

1、时序逻辑电路通常由组合电路和存储电路两部分组成，而存储电路是必

不可少的。 

2、时序逻辑电路逻辑功能特点：任一时刻的输出信号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

入信号，且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 

3、米利、穆尔型（Mealy  Moore）时序逻辑电路的概念。 

4、 熟练掌握根据单片集成计数器的功能表构成 N 进制计数器的方法(置 0

法、置数法、74LS160、74LS161、74LS162，注意同步、异步的区别) 

5、熟练掌握用 JK、D 触发器构成的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6、熟练掌握用 JK、D 触发器设计同步计数器的方法 

 

二、练习题举例 

（一）分析： 

1、分别用置数法和置 0 法将十进制计数器 74LS160 接成九进制计数器。 

 

解： 

 

置数法                          置 0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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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 4 位同步二进制计数器 74LS162 组成的可变进制计数器如图所示。试分析

当控制变量 A 为 1 和 0 时电路各为几进制计数器，并画出状态转换图。 

 

A=1 时，电路为十四进制计数器；A=0 时，电路为十进制计数器 

A=1 时, 3 2 1 0Q Q Q Q  状态转换图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100010011010101111001101

11101111

0000

 

A=0 时, 3 2 1 0Q Q Q Q 状态转换图 

0010 0011 0100

010101100111100010011010 1011

1100 1101

1110 1111

0000 0001

 

 

 

 



 23 

3、分析图示的时序电路，写出驱动方程、输出方程、状态方程，画出电路的状

态图，检查电路能否自启动，说明电路的功能。 

 
解：驱动方程： 

1 1

2 2 1

J K

J K A Q

  


  
 

  输出方程：
1 2 1 2Y AQ Q AQ Q  

 

状态方程：

1

1 1

1

2 1 2

n

n

Q Q

Q A Q Q





  


  
 

自行计算状态表； 

 

电路的状态图： 

 

A=0 时作二进制加法计数，A=1 时作二进制减法计数。电路能自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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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 JK 触发器按 8421 码设计一个同步六进制加法计数器，以 000 为起始状态

编码。（思考：按 8421 码设计一个同步六进制减法计数器，或设计一个同步循环

码八进制计数器，其状态 S0、S1、S2、S3、S4、S5、S6、S7的编码分别为 000、001、

011、010、110、111、101、100。）（可参考 P277 例 5.4.1） 

解：自行画出原始状态图、状态图 

得状态转换卡诺图 

 

卡诺图分解，并化简得到电路的状态方程： 

1

2 1 0 2 0

1

1 0 12 1 0

1

0 0

n

n

n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输出方程为： 2 0C Q Q  

3）将状态方程变换为 JK 触发器特性方程的标准形式： 

00
1n

0

10102
1n

1

202010222010201
1n

2

Q1Q1Q

QQQQQQ

QQQQQQQ)QQ(QQQQQQQ













 

4）将上式与 JK触发器的特性方程对照，则各个触发器的驱动方程为： 

1KJ

QK

QQJ

QK

QQJ

00

01

021

02

012











                   电路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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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一、本章知识点 

1、用 CMOS 门构成的施密特电路的分析与计算。 

2、微分型和积分型二种单稳态电路的比较，前者波形好但抗干扰差，后者波形差但抗

干扰好。 

3、晶体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等于晶体的固有频率。 

4、占空比的定义。 

5、用施密特电路构成的多谐振荡器的分析。 

6、555 定时器构成的施密特电路的分析与计算。 

7、555 定时器构成的单稳态电路的分析与计算。 

8、555 定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的分析与计算。 

二、例题 

1、在施密特电路，单稳态电路和多谐振荡器三种电路中，没有稳态的电路是         ，

有一个稳态的电路是         ，有二个稳态的电路是         ，工作过程中不需要外触发

信号的电路是         。 

解：依次为：多谐振荡器，单稳态电路，施密特电路及多谐振荡器。 

2、某多谐振荡器输出信号频率为 1KHZ，已知 q=0.4，求输出信号低电平的宽度。 

解： msqTms
f

T L 6.0)1(1,1
1

  

3、图示施密特电路中，已知 R1=10K，R2=20K，G1 和 G2 是 CMOS 反相器，VDD=10V。 

求：（1）VT+、VT-及Δ VT 

（2）画出 V0波形 

 

解： VV
R

R
V THT 5.7)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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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
R

R
V THT 5.2)1(

2

1   

Δ VT=5V 

 

 

4、下图是延迟报警器。当开关 S 断开后，经一定的延迟时间后扬声器发声。试求延迟

时间的具体数值和扬声器发出声音的频率。图中 G1 是 CMOS 反相器，输出的高、低电平

分别为 12V 和 0V。 

 

 

解：左边定时器接成了施密特电路，右边定时器接成了振荡器。 

当开关断开后电容 C 充电，充至 VVV CCT 8
3

2
 时反相器 G1 输出高电平，振荡器

开始振荡。 

故延迟时间为 

S
VV

V
RCT

TCC

CC

D 112ln 





 

扬声器发出声音频率为： 



 27 

KHz
CRR

f 66.9
2ln)2(

1

121




  

注：该题有如下几种演变情况，请思考如何分析。 

1、左边定时器接成单稳态电路，右边不变。 

2、左边定时器接成低频振荡器，右边定时器接成高频振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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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Memory：同 E
2
PROM 

第七章  半导体存储器 

一、本章知识点 

1、存储器的分类及每种类型的特点 

掩模 ROM：信息出厂时已固化在里面,用户无法更改。                      

PROM：信息由用户写入，只能写一次，不能改写。         ROM      

EPROM：信息由用户写入，可用光擦除后重写。        

E
2
PROM：信息由用户写入，可用电擦除后重写。       

 

                                                              

SRAM：靠触发器存储信息，不需刷新。                RAM            

DRAM：利用 MOS 管栅电容存储信息，需要刷新。                   

2、掌握存储器电路的结构框图，对框内具体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3、了解存储器相关名词术语，如地址数、字数、字长、数据线及容量等 

4、掌握存储器容量扩展方法。 

5、掌握用 ROM 构成组合逻辑函数的方法及 ROM 构成的组合电路的分析。 

二、例题 

1、已知某存储器标有 1K×4 字样，回答下列问题： 

（1）该存储器有几条地址线？ 

（2）该存储器能存储多少个字？ 

（3）每个字长是几位？ 

（4）该存储器有几条数据线？ 

（5）该存储器的容量是多少位？ 

答： 

（1）10 条地址线。 

（2）1024 个字。 

（3）4 位 

（4）4 条 

（5）4096 位 

2、ROM 由哪几部分组成？各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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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ROM 由地址译码器、存储矩阵及输出缓冲器三部分组成。 

地址译码器的作用是将输入地址码译成相应的控制信号，该控制信号从存储矩阵中把

对应单元的信息送到输出。 

存储矩阵的作用是存储二进制信息。 

输出缓冲器作用有二个。一是提高负载能力，二是实现对输出的三态控制。 

3、在 PROM、EPROM、E
2
PROM 及 Flash Memory 四种存储器中，可用光改写的是哪

种？ 

答：是 EPROM 

4、哪些类型的 ROM 可用来设计组合电路？组合电路的输入变量及输出变量如何安

排？ 

答：EPROM、E
2
PROM 及 Flash Memory 都可以用来设计组合电路。输出变量安排在

ROM 的地址端，输出变量安排在数据端。 

5、根据存储数据原理的不同，RAM 可分为哪几种？它们存储数据的原理分别是什么？ 

答：可分为静态 RAM 和动态 RAM 两种。 

静态 RAM 靠触发器存储数据。 

动态 RAM 是利用 MOS 管栅极电容存储电荷的原理制成的。 

6、试用 4 片 2114 和译码器组成 4K×4 的 RAM，其中 2114 是 1K×4 的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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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图示电路是用 ROM 组成的逻辑电路，分析其功能。 

 

 

解：    S=m1+m2+m4+m7 

Z=m3+m5+m6+m7 

A   B  C S   Z 

0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0   1 

1   1   0 

1   1   1 

0   0 

1   0 

1   0 

0   1 

1   0 

0   1 

0   1 

1   1 

该电路是全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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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可编程逻辑器件 

一、本章知识点 

PLD，PAL，GAL，FPGA，CPLD（P445下）的中文含义是什么。 

    PAL编程的组合电路、时序电路分析 

    用 PAL设计组合电路、时序电路 

二、例题 

1．分析下图由 PAL 构成的组合逻辑电路，输入 A1,A0; B1,B0;输出 Y3,Y2,Y1,Y0; 试分

析电路,画出真值表，总结电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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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3 BBAAY   

0101010101012 BBAABBAABBAAY   

0101010101010101010101011 BBAABBAABBAABBAABBAABBAAY 

01010101010101010 BBAABBAABBAABBAAY   

自行计算真值表；功能： 01230101 YYYYB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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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析下图由 PAL构成的时序逻辑电路，写出电路的驱动方程、状态方程，画出电路

的（Q3Q2Q1）状态转换图。 

 

13123

1

33 QQQQQQD n  
 

12123

1

22 QQMQQQQD n  
 

112

1

11 QMQQQD n  
 

自行计算状态表。状态图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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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M=0→六进制计数器; M=1→三进制计数器 

 

３．用图示 PAL设计下列逻辑函数。 

230123
1

3
QQQQQQQn   

2013012
1

2
QQQQQQQQn   

0101123
1

1
QQQQQQQQn    

0
1

0
QQn   

23Q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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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整理为 

2301233
1

3
QQQQQQQnD   

0231230122
1

2
QQQQQQQQQQnD   

01011231
1

1
QQQQQQQQnD   

00

1
0

QQD n    

 23 Q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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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数-模和模-数转换 

一、本章知识点 

权电阻、倒 T形 D/A转换器的原理 

双极型 D/A转换应用电路分析。(题 9.3) 

D/A转换器 VO的计算,考虑线性误差后 VO的实际范围 

A/D转换的步骤; A/D 转换的分辨率(基本概念) 

采样定理的内容和物理含义 

并联比较型、计数型、逐次比较型、双积分型 A/D转换器转换速度的比较 

计数型、逐次比较型 A/D转换器转换时间的计算 

二、例题 

1．一个 8 位 D/A 转换器，VREF=10V，其线性误差为±1LSB，当输入为 10001000 时，其

输出电压实际值的范围为  (1360-10)/256→ (1360+10)/256=5.27V→ 5.35V ;  其中

(10001000)B=(136)10 。 

2．设有一被测量温度的变化范围为 10 
0
C～800 

0
C，要求分辨率为 1 

0
C，则应选用的 A/D

转换器的分辨率至少为   10    位。 

3．D/A转换器如图所示，当 1iD 时，对应的 iS 开关接运放-端， 0iD 时，对应的 iS

开关接运放＋端，（ kRVVREF 10,10  ） 

    (1)、试推算从 REFV 提供的电流 I； 

    (2)、写出输出电压的表达式，并计算 V0的取值范围，； 

(3)、该 D/A电路的分辨率是多少？ 

 

解: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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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VREF/R=-10/10=－1mA 

(２). V０＝－VREF·Ｄ/2
4，  ０V~ 150/16V =．．．．．． 

(３). ４位 

 

4. 图示由 D/A 转换器 CB7520 和 N 进制计数器构成的波形发生器电路。 VVref 10 ，

74LS161是二进制加法计数器（EP、ET为选通端， LD为同步预置端， RD 为异步清零端）。 

   （1）画出 N进制计数器的状态转换图。 

   （2）试对应 CP波形画出 V0的波形，并标出波形图上各点的电压幅度。 

 

 

解:提示 

      １，8进制;  000→001→010→011 

                 ↑              ↓ 

111←110←101←100 

２，V0=-VREF·D/2
10

=10D/1024 

d5=1→2
5
=32,  d6=1→2

6
=64,  d7=1→2

7
=128 

000→ 0→ 0V 

001→32→320/1024=0.312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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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625V 

011→0.9375V 

.. .. ..    

111→2.1875V 

对应 CP 波形的 V0 波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