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章  集成触发器

5.2  几种常见的触发器

5.1  RS触发器

5.3应用与实验



5.1  RS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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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基本RS触发器

1. 电路的组成

 由两个门电路交叉连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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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有两个互补的输出端，

2. 逻辑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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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在用与非门组成的基本RS触发器中，设初始状态为0，已

知输入RD、SD的波形图，画出两输出端的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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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触发器的特点总结：

（1）有两个互补的输出端，有两个稳定的状态。

（2）有复位（Q=0）、置位（Q=1）、保持原状态三

种功能。

（3）RD为复位输入端，S为置位输入端，可以是低电

平有效，也可以是高电平有效，取决于触发器的结

构。

（4）由于反馈线的存在，无论是复位还是置位，有效

信号只需要作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即“一触即发”。



5.1.2  同步RS触发器
    给触发器加一个时钟控制端CP，只有在CP端上出现时钟脉冲时，

触发器的状态才能改变。这种触发器称为同步触发器。

   1. 电路结构及逻辑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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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逻辑功能分析

当CP＝0时，控制门G3、G4关闭，触发器的状态保持不变。

当CP＝1时，G3、G4打开，其输出状态由R、S端的输入信号决定。

同步RS触发器的状态转换分别由R、S和CP控制，其中，R、S控制

状态转换的方向；CP控制状态转换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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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已知同步RS触发器的输入波形，画出输出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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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触发器存在的问题——空翻

由于在CP=1期间，G3、G4门都是开着的，都能接收R、S信号，所以，如果在

CP=1期间R、S发生多次变化，则触发器的状态也可能发生多次翻转。

在一个时钟脉冲周期中，触发器发生多次翻转的现象叫做空翻。

& &G G

QQ

1 2

& &

R SCP

3G
4G

R

S

CP

Q

 有效翻转  空翻



5.2  几种常见的触发器

5.2.1  边沿D触发器

 1．D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D触发器只有一个触发输入端D，因此，逻辑关系非常简单；

D触发器的特性方程为：Qn+1=D

0
0
1
1

D

0
1
0
1

Qn

0
0
1
1

Qn+1

输出状态
同D状态

 功能

D触发器的功能表



 上升沿触发的D触发器符号图 边沿D触发器74LS74



例  D边沿触发器的输入波形，画出输出波形图。

解：在波形图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触发器的触发翻转发生在CP的上升沿。

（2）判断触发器次态的依据是CP上升沿前一瞬间输入端D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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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边沿JK触发器

边沿JK触发器 
      JK触发器是一种功能最强的触发器。它有两个输入端，一
个为J，另一个为K，它是一个上升沿触发器，即触发器在CP
上升沿到来时，次态输出值随J，K取值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dQ

CP J K Qn Qn+1 说明

0，1，↓ × × × Qn 不变

↑ 0 0 × Qn 保持

↑ 0 1 × 0 置0
↑ 1 0 × 1 置1
↑ 1 1 × 翻转

边沿JK触发器状态转换真值表 

JK触发器具有保持、置0、置1、翻转等功能，
因此它是一种功能强大、使用灵活的器件。 

 



例5.2.1  已知边沿JK触发器J、K的波形如图所示，画出

输出Q的波形图（设初始状态为0）。

在画主从触发器的波形图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触发器的触发翻转发生在时钟脉冲的触发沿（这里是下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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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触发器次态的依据是时钟脉冲下降沿前一瞬间输入端的状态。



5.2.3  T和T触发器

将JK触发器的J和K相连作为T输入端就构成了T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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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T触发器的输入端为T=1时，

      称为T’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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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的直接置0和置1端

     RD——直接置0端，低电平有效；   
SD——直接置1端；低电平有效。

    RD和SD不受CP和D信号的

影响，具有最高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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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功能的转换

1.用JK触发器转换成其他功能的触发器

（1）JK→D

分别写出JK触发器和D触发器的特性方程

比较得：

画出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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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K→T（T’）
写出JK触发器和T触发器的特性方程：

比较得：J=T，K=T。 令T=1，即可得T’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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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T
      

（3）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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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应用举例

  例1  设计一个3人抢答电路。3人A、B、C各控制一个按键开关KA、
KB、KC和一个发光二极管DA、DB、DC。谁先按下开关，谁的发光
二极管亮，同时使其他人的抢答信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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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触发器的“记忆”作用，使抢答电路工作更可靠、稳
定。

R

K

R

Q

R

Q

R

Q

+Vcc

DA

DB

DC

330Ω

330Ω

330Ω

GA

GB

GC

OA

OB

OC

&

&

&

KA
RS

KB
RS

KC
RS

R

R

R

+5V

B

C

A

FFA

FFB

FFC

V

V

VQ

Q

Q



5.3应用与实验

5.3.1  触发器的简单应用
1.消除机械开关抖动电路
机械开关接通时，由于振动会使电压或电流波形产生“
毛刺”，如图5.11（b）所示。在电子电路中，一般不允
许出现这种现象，因为这种干扰信号会导致电路工作出
错。

图5.11  机械开关的工作情况



图5.12  利用基本RS触发器消除机械开关振动的影响



2.优先裁决电路

图5.13  优先裁决电路



3.四人（组）抢答电路

图5.14  四人（组）抢答电路



5.3.2触发器及其应用实验

一、实验目的
（1）学会对集成触发器逻辑功能的测试方法。
（2）了解触发器的不同逻辑功能之间的相互转换。

三、实验仪器和器材
数字实验系统：一台；直流稳压电源：一台；集成电路：
74LS00, 74LS74, 74LS112各一片。

1. 基本RS触发器的测试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



表18-6 由与非门组成的基本RS触发器功能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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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K触发器功能的测试

图5.18

CP J K Q

× × × 0 1

× × × 1 0

DS DR Q

表18-7



（3）逻辑功能测试：J, K端的逻辑电平按实验表18-8提供
，将测试结果填入表18-8中。

表18-8

J K CP
Qn+1

Qn=1 Qn=1
0 0 0→1
0 0 1→0
0 1 0→1

0 1 1→0
1 0 0→1
1 0 1→0
1 1 0→1
1 1 1→0



3. D触发器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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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D触发器实验线路图



（3）逻辑功能的测试：按表18-10所给的条件，测试
D触发器逻辑功能，并将测试结果填入表18-1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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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分析和总结
（1）整理实验结果，并进行分析、总结。
（2）设计D触发器和JK触发器之间的转换电路，并验
证之。



本章小结

1．触发器有两个基本性质：（1）在一定条件下，触发器可维持在两种稳
定状态（0或1状态）之一而保持不变；（2）在一定的外加信号作用下，
触发器可从一个稳定状态转变到另一个稳定状态。

2．描写触发器逻辑功能的方法主要有特性表、特性方程、驱动表、状态
转换图和波形图(又称时序图)等。

3．按照结构不同，触发器可分为：

   (1) 基本RS触发器，为电平触发方式。

   (2) 同步触发器，为脉冲触发方式。

   (3) 主从触发器，为脉冲触发方式。

   (4) 边沿触发器，为边沿触发方式。

4．根据逻辑功能的不同，触发器可分为：

    (1) RS触发器      (2) JK触发器  

    (3) D触发器     (4) T触发器  （T’触发器 ） 

5．同一电路结构的触发器可以做成不同的逻辑功能；同一逻辑功能的触
发器可以用不同的电路结构来实现。

6．利用特性方程可实现不同功能触发器间逻辑功能的相互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