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ξ5-1  RS触发器（一） 

教学目的：  1、让学生掌握基本 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及逻辑功能 

2、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教学重点：  与非门连接后的分析 

教学难点：  基本 RS触发器电路的真值表 

教学方法：  讲授法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 

提问基本门电路与门、或门、非门的逻辑功能：  

二、新授： 

    组合电路和时序电路是数字电路的两大类。门电路是组合电路的基本单

元；触发器是时序电路的基本单元。 

    触发器按其稳定工作状态可分为双稳定触发器，单稳定触发器，无稳态

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等。双稳态触发其按其逻辑功能可分为 RS触发器，JK触

发器,D 触发器和 T触发器等；按其结构可分为主从触发器和维持阻塞型触发器

等。 

（一）基本 RS触发器 

1、电路组成： 

基本 RS触发器可由两个“与非”门交叉连接而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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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基本 RS 触发器           图（b）符号 

 

图（c）基本 RS 触发器真值表 

 

 

 

 

 

做好与组合逻辑电路的衔接 

触发器其实也是由门电路组成的组合逻辑门电路，因此要理解和掌握它，就

要先得从组合逻辑门电路入手。 

   以上这个图是基本 RS触发器，它其实是由 2个与非门的输入端与出端交叉耦

合而组成，所以对于与非门的理解明了。与非门，其表示的意思为 Y= BA ，其

规律为全 1出 0，有 0出 1，只有理解了基本与非门，才可以去进一步分析基本

RS触发器。 Q与Q是基本触发器的输出端，两者的逻辑状态在正常条件下能保

持相反。 

   这种触发器有两种稳定状态：一个状态是 Q=1， Q =0，称为置位状态（“1”

态）；另一个状态是 Q=0，Q =1，称为复位状态（“0”态），相当于以 Q为准

来命名。 

  相应的输入端 R 、S 分别称为直接置 0端或复位端、直接置位端或直接置“1”

端 

    2、逻辑功能：  

    1） S =1， R =0 

     所谓 S =1 ，就是将 S 端保持高电位；而 R =0，就是在 R 端加一个负脉

冲。设触发器的初始状态为 “1”态，即 Q=1，Q  =0。这时“与非”门 G2有一

个输入端为“0”，其输出端 变为“1”；而“与非”门 G1的两个输入端全为

  Q 
逻辑功能 

0 1 0 置 0 

1 0 1 置 1 

1 1 不变 保持 

0 0 不定 应当避免 

R S



“1”，其输出端 Q变为“0”。因此，在 R 端加负脉冲后，触发器就由“1”态

翻转为“0”态。如果它的初始态为“0”态，触发器仍保持“0”态不变。 

    2） S =0， R =1 

    设触发器的初始状态为“0”态，即 Q=0，Q =1。这是“与非”门 G1有一

个输入端为“0”，其输出端 Q变为“1”；而“与非”门 G2的两个输入端全为

“1”，其输出端 变为“0”。因此，在 S 端加负脉冲后，触发器就由“0”态

翻转为“1”态。如果它的初始状态为“1”态，触发器人保持“1” 态不变。 

    3） S =1， R =1 

    假如在（1）中 由“0”变为“1”（即除去负脉冲），或在（2）中

由“0”变为“1”，这样， S =1， R =1，则触发器保持原状态不变。这就是它

具有存储或记忆功能。 

    4） S =0， R =0 

    当 S 端和 R 端同时加负脉冲时，两个“与非”门输出端都为“1”，这

就达不到 Q与Q的状态应该相反的逻辑要求。但当负脉冲除去后，触发器将由各

种偶然因素决定其最终状态。因此这种情况在使用中应该禁止出现。 

可知，基本 RS触发其由两个稳定状态，它可以直接置位或复位，并具有存储或

记忆的功能。在直接置位端加负脉冲（ S =0）即可置位，在直接复位端加负脉

冲（ R =0）即可复位。负脉冲除去以后，直接置位端和复位端都处于“1”态高

电平（平时固定接高电平），此时触发器保持原状态不变，实现存储或记忆功能。

但是负脉冲不可同时加在直接置位端和直接复位端。 

基本 RS触发器的状态表见左图（c）所示。 



上图（b）是基本 RS 触发器的图形符号，途中输入端引线上靠近方框的小圆圈

是表示触发器用负脉冲“0电平”来置位或复位,即低电平有效，故用 S 和 R 表

示。 

上面介绍的基本触发器是各种双稳态触发器的共同部分。一般触发器还有导

引带你路（或称控制电路）部分，通过它把输入信号引导到基本触发器。下图是

可控 RS 触发器的逻辑图，其中，“与非”门 G1和 G2构成基本触发器，“与非”

门 G3和 G4构成导引电路。R和 S是置“0”和置“1”信号的输入端。 

小结： 

该堂课的重点是利用与非门来分析 RS触发器的工作过程，总结出真值表。

在教学中要引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功能。最后要用触发器的命名原则来引起学

生的注意，让学生在不分析的基础上就能知道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作业： 

1、画出 RS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图。 

2、分析 RS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ξ5-1  RS触发器（二） 

教学目的：   

1、让学生掌握同步 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 

2、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教学重点：  同步 RS触发器电路的逻辑功能 

教学难点：  同步 RS触发器电路的电路组成 

教学方法：  讲授法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 

基本 RS触发器有何逻辑功能？哪种情况应当避免？ 

二、新授： 

（二）同步 RS触发器 

引入：在实际数字电路中，一般包含多个触发器，常常要求各触发器在控制

脉冲（时钟脉冲 CP）的作用下，同步翻转。因此，除 R、S两个输入端外，需再

增加一个控制端 CP。只有在控制端出现时钟脉冲 CP时，触发器才动作。至于触

发器的状态，仍由 R、S端的信号决定。这种触发器叫做同步 RS触发器，又称为

时钟脉冲控制 RS触发器。 

 

1、电路组成及符号：如图（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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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电路               图（b）符号                          

从同步 RS触发器的符号可知，R、S、CP均无小圆圈，说明输入为高电平有效 

 

2、工作原理： 

（1）CP=0 时 

   当 CP=0 时，触发器维持原态。 

（2）CP=1 时，触发器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同步 RS触发器真值表 

 

 

 

 

 

表中 nQ 表示原态， 1nQ 表示 CP脉冲到来后的状态，即现态。 

从真值表可知：R是置 0端，S是置 1端，都是高电平有效。 

例 1、设如图 5-1（a）的基本 RS 触发器的输入 S 、 R 的波形如图 5-3 所示，

触发器的初始状态 Q=1,试在 S 、 R 的波形下方，画出 Q、Q的信号波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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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波形如下图所示： 

 

 

 

 

 

例 2、同步 RS触发器如图 5-2（a）所示，若输入 R、S、CP的波形如图 5-4所

示，试在它们的下方，画出 Q、Q的信号波形 

解：波形如下图所示： 

 

 

 

 

 

小结：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及工作波形的做法 

练习及作业：P227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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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课题：    主从型 RS触发器 

教学目的：  1、让学生掌握主从型 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 

2、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教学重点：  主从工作过程的分析 

教学难点：  主从 RS触发器电路的真值表 

教学方法：  讲授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 

RS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二、新授：主从 RS 触发器 
1.   电路形式 

          

 

 

 

 

 

 

 

首先学生要从电路形式上来认识主从型 RS 触发器，然后才能从原有的 RS

触发器入手来进行分析，有利于学生知识的系统化，能够有层次感。 

先从同步 RS触发器的缺点开始，分析电路的问题所在，担出解决问题有办

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   工作原理 

        CP=1 期间，主触发器状态随 R 、S 翻转，从触发器状态保持不变。 



    CP 从 1 变成 0 时，从触发器的状态随此时主触发器状态翻转。  

    CP=0 期间，主触发器和从触发器状态均保持不变。 

    因此，主从 RS 触发器是一个边沿触发器 

然后由工作原理推出真值表。以利于学生有序的掌握知识。由于电路的结构

比较复杂，学生在平时使用的过程在中会有较多的不便，故引出主从型 RS 触发

器的逻辑符号，以便在平时画图时使用。 
3.   功能表、表达式和逻辑符号 

        

真值表不能够死记硬背，要讲究机巧，这里要引用 RS 触发器的规则，这里

是输入高电平有效，只有当输入有一个为 1 时，输出才可能发生变化，当 RS 为

00 时则输出不变。当两个现时有效时则输出不能确定。由于 R 像 0 则当 RS 为

10 时则输出为 0，又由于 S 像 1，则当 RS 输入为 01 时，则输出为 1。这样学

生就会较深的记住主从型 RS 触发器的真值表了。又能够让学生区分同步 RS 触

发器的逻辑功能。 

4.   波形图 

            

       主从 RS触发器的状态只在时钟信号的下降沿翻转，抗干扰能力较强！克服



了同步 RS触发器发生空翻的缺点。 

作业： 

1、 画出主从型 RS触发器的逻辑电路与逻辑符号。 

2、 分析主从型 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 

 

 

 

 

 

 

 

 

 



课    题：JK触发器 

教学目的：让学生掌握 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重点：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难点：JK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法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上次课已经学习了主从型 RS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在实际中应用较多的是 JK

型触发器。 

 

二、新授内容： 

将两个脉冲选通锁存器级联起来可以形成抗干扰能力更强的主从触发器【图

（a）（b）】。 

1、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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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主从结构 RS触发器 

（a） 电路结构 （b）图形符号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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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沿触发器也是在脉冲选通锁存器【图 4.2.6（a）（b）】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构思巧妙，在门电路数量与主从触发器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边沿触发器具备

了无可比拟的抗干扰能力。 

2、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1）J=0，K=0， Qn+1 = Qn       保持 

（2）J=1，K=1， Qn+1 = nQ   计数 

（3）J=1，K=0， Qn+1 =1     置 1 

（4）J=0，K=1， Qn+1 =0     置 0 

 

其逻辑功能表如下： 

J K Qn+1 逻辑功能 

0 0 Qn 保持 

0 1 0 置 0 

1 0 1 置 1 

1 1 
nQ  

计数 

 

3、关于ＪＫ触发器电路主要说明下列几点： 

 （1）主从ＪＫ触发器只是在主从触发器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接线而来，然后

将主从触发器中的输入端Ｒ和Ｓ改名为Ｋ和Ｊ。 

 （2）当主从ＪＫ触发器的输入端Ｊ和Ｋ状态不同时，触发器在ＣＰ脉冲的触

发下翻转情况不同，只有在Ｊ＝Ｋ＝１时，有一个ＣＰ脉冲到来，在ＣＰ脉冲作

用下触发器才总是翻转。 

  （3）在主从ＪＫ触发器中，无论输入端Ｊ和Ｋ是什么样的输入组合形式，只

要有   ＣＰ脉冲的作用，ＪＫ触发器的输出端输出状态都是确定的，所以ＪＫ

触发器没有约束条件。 

 （4）分析主从ＪＫ触发器的工作过程，要熟悉同步ＲＳ主从触发器的工作原

理，或对与非门的工作原理相当熟悉，否则分析相当困难。 

 （5）上面介绍的都是主从ＪＫ触发器，还有一种是同步ＪＫ触发器，它的电

路结构 

与同步ＲＳ触发器基本相同，比主从ＪＫ触发器电路结构简单，这里不再对这种

触发器电路进行分析 

  小结： 

该堂课的内容较为重要，应用的地方很多，故要求学生能够掌握 JK触发器

的逻辑真值表，要用简要的方式让学生去理解，而不要涉及到太多的工作原理。

要用适合于学生的方法去教育学生，让学生在轻松的理解下去掌握知识。 

作业： 

1、列出 JK触发器的真值表 

2、画出 JK触发器的逻辑符号。 

 

课外作业： 

1、预习 D触发器的工作原理 



2、在网上查阅有关资料来扩宽知识面，找到 JK触发器的应用。 



课    题：D触发器 

教学目的：让学生掌握 D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重点：D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难点：D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法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复习 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二、新授： 

（一）电路的形式及符号： 

就是让 K端通过一个非门接到 J端，那么输入端就是在 JK触发器的基础上

变化得来的，那么他的逻辑功能也就是 JK触发器的一个部分。 

                   

 

 

图（a）               

图（b） 

    （二）工作原理： 

当 CP=0时，触发器不工作，处于维持状态。控制信号让输入端无效，不用

考虑输出的状态。 

当 CP=1时，它的功能如下：（重点） 

教学方法：结合 JK触发器来讲 

  当 D=0时，次态 Qn+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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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D=1时，次态 Qn+1 =1， 

   由此可见，当触发器工作时它的次态由输入控制函数 D来确定。 

  （CP 为时钟脉冲，它使触发器有节凑的工作） 

先让学生了解 D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然后再用波形图来表示： 

例1、 已知 D触发器的 CP脉冲、D输入端的输入波形，画出次态的波形图。 

 

 

 

 

（三）知识面的扩充： 

维持阻塞 D 触发器的电路如图 20-5-1 所示。从电路的结构可以看出，它是

在基本 RS 触发器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四个逻辑门而构成的，C 门的输出是基本

RS 触发器的置“0”通道，D 门的输出是基本 RS 触发器的置“1”通道。C 门

和 D 门可以在控制时钟控制下，决定数据[D]是否能传输到基本 RS 触发器的

输入端。E 门将数据[D]以反变量形式送到 C 门的输入端，再经过 F 门将数据

[D]以原变量形式送到 D 门的输入端。使数据[D]等待时钟到来后，通过 C 门 D

门，以实现置“0”或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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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5-1  维持阻塞 D 触发器                 图 20-5-2  触发器置“1”状态 

关于Ｄ触发器和维持阻塞Ｄ触发器主要说明下列几点： 

（１）Ｄ触发器、维持阻塞Ｄ触发器又称为延迟型触发器，这是因为这种触发器

的输出状态必须借助时钟脉冲ＣＰ的触发，将输入端Ｄ的信号存储到输出端Ｑ。

实际的数字系统电路中，输入端本身也受到同一时钟脉冲的操作而不停变换，而

Ｄ触发器输出端Ｑ输出状态要比输入端Ｄ状态延迟一个时钟脉冲ＣＰ的时间间

隔，所以称这种触发器为延迟型触发器。 

  （２）维持阻塞Ｄ触发器是ＣＰ脉冲上沿触发的触发器，即只有在ＣＰ脉冲

从０变成１时，触发器输出端Ｑ状态才随输入端Ｄ改变，当ＣＰ脉冲从１变成０

时，触发器不翻转。在这种触发器的电路符号中可看出上沿触发这一点，即电路

符号中ＣＰ引脚端没有加上小圆圈。 

  （３）维持阻塞Ｄ触发器是维持阻塞触发器的典型应用电路，维持阻塞触发

器除可接成维持阻塞Ｄ触发器之外，还可以接成Ｔ触发器等多种，但应用较少。 

小结： 

该堂课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 JK触发器来进一步学习 D触发器的工作过

程，掌握他的逻辑功能。提出波形分析法，让学生掌握触发器的分析能力。 

作业： 

1、画出 D触发器的逻辑电路符号。 

2、写出 D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课    题：T 触发器 

教学目的：让学生掌握 T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重点：T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教学难点：T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法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复习 D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二、新授： 

（一）、电路的形式及符号： 

就是让 K端与 J端接在一起，那么输入端就是在 JK触发器的基础上变化得来

的，那么他的逻辑功能也就是 JK触发器的一个部分。 

 

 

 

 

 

图（a）逻辑图                图（b）逻辑符号 

 

（二）、工作原理： 

1、CP=0时，触发器不工作，处于维持状态，控制信号让输入端无效，不用考虑

输出的状态。 

2、CP=1 时，触发器的功能如下：（重点） 

   T=0 时，次态 Qn+1 = Qn现态； 

   T=1 时，次态 Qn+1与现态 Qn相反：触发器翻转，完成计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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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触发器的真值表： 

T Qn+1 逻辑功能 

0 Qn 保持 

1 
nQ  

计数 

 

补充： T 触发器 

1、电路符号： 

 

 

 

 

                       图（c）T 触发器 

（１）T 触发器也是从主从ＪＫ触发器通过不同接线而来的，T触发器和T 触

发器对这两种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分析可借助主从ＪＫ触发器电路进行。 

 （２）当 T触发器的输入端恒为 1是，每来一个 CP脉冲，触发器就翻转一次，

这样 T触发器就变成了T 触发器。T 触发器只有翻转的功能，故又称为计数触

发器。T 触发器是 T 触发器的一种特例。 

2、 T 触发器的真值表： 

T Qn+1 逻辑功能 

1 
nQ  

计数 

例 1.已知 T触发器的 CP脉冲、T的输入波形，试画出输出波形。（如下左图） 

 

Q Q

DR
DS

1 

K J 
C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是指触发器次态 Qn+1和输入信号及现态 Qn之间的逻辑关系。

可以用功能表、特性方程、状态转换图（状态图）等方法来描述。按照逻辑功能

的不同，一般把触发器分成 RS、JK、D、T四种类型。表 6.1示出了四种类型触

发器功能描述方法。 

表 6.1  

     

 

小结： 

通过这堂课要求学生能够区分各种触发器的逻辑功能，掌握各自的用途，找到有

效的学习方法，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CP 

T 

Q



作业： 

1.      用 JK 触发器接成 T 触发器，正确接法是将输入端 JK 并联 。（P187） 

2.      要使 JK 触发器实现 Q 
n+1

= Q 
n 的功能，应使 J= 1 ，K= 1 。 

3.      JK 触发器具有置 0、置 1、保持和计数翻转功能。 

4.      D 触发器具有置 0 和置 1 功能。 

5.      仅具有置 1 和置 0 功能的触发器称为 D 触发器。 

6.      TTL 型触发器正常工作时，异步置位（SD）、复位（RD）端的正确接法是接 1。 

7.      要使触发器异步置位，应使 SD= 0 、RD= 1 ；要使触发器异步复位，应使 

   SD= 1 、RD=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