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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基础(A)》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适用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自动化、电子科学技术等 课程类型：选修课 

学时数：64 学分数：4  

执笔人：侯建军 编写时间：2003年12月  

一、 课程任务和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信息与通信、自动化和电子科学技术等专业本科生必修课程，属于技术基础课。其任务是使学生

掌握数字电路与系统的工作原理，学会使用标准的集成电路和高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掌握数字系统的基本设

计方法，为进一步学习各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系统设计打下良好基础。  

使学生做到： 

1． 建立数字逻辑电路的概念； 

2． 掌握数字电路设计中的基本方法； 

3． 学会查阅集成电路手册和有关资料的基本方法； 

4． 掌握运用集成电路模块，设计数字系统。 

二、课程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1． 数字逻辑基础（6学时） 

（1） 数字逻辑基础概述（了解）；  

（2） 数制与编码、逻辑代数基础、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掌握）；  

（3） 逻辑函数简化原理（掌握）。 

2． 门电路（7学时）  

（1） 晶体管TTL电路、射极耦合电路ECL原理（理解）；  

（2） 集成注入逻辑电路 原理（理解）； 

（3） MOS集成逻辑门原理与应用（掌握）。  

3． 组合逻辑电路（7学时） 

（1） 组合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掌握）；  

（2） 通用集成逻辑模块及其应用（掌握）； 

（3） 组合逻辑电路的竞争与冒险（掌握）。  



4． 时序逻辑电路（10学时） 

（1） 触发器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 

（2） 时序电路的基本概念（理解）；  

（3） 同步时序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基本方法（掌握）； 

（4） 异步时序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基本方法（掌握）。  

5． 常用中规模集成电路应用（6学时）（1） 中规模计数器；  

（2） 中规模移位寄存器； 

（3） 时序和组合电路的综合设计。  

6． 可编程逻辑器件（10学时） 

（1）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基本单元（掌握）；  

（2） 只读存储器ROM和可编程逻辑阵列PLA原理与特点（理解）； 

（3） 可编程阵列逻辑PAL和通用阵列逻辑GAL原理与特点（掌握）；  

（4） 高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HDPLD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掌握）；  

（5） 随机访问存储器RAM原理及其应用（掌握）。  

7． A/D转换器与D/A转换器（6学时） 

（1） A/D转换器与D/A转换器基本原理（理解）；  

（2） 权电阻网络D/A转换器、倒T形电阻网络D/A转换器等原理与应用（掌握）；  

（3） 直接A/D转换器、间接A/D转换器、串行输出的A/D转换器等原理与应用（掌握）； 

（4） VHDL语言（掌握） 

8． 脉冲的产生和整形（5学时）  

（1） 施密特触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  

（2） 集成单稳态触发器等电路原理与应用（掌握）；  

（3） 由环形振荡器、非对称式、对称式等电路构成多谐振荡器原理（掌握）；  

（4） 555定时器及其应用（掌握）。  

*9． 数字系统设计（5学时）  

（1） 数字系统基本组成；  

（2） ASM图和MDS图；  

（3） 数字系统设计方法与步骤。  

三、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比例：  

作业成绩（10%）+平时考核（10%）+期末成绩60%+EDA实验20%  

考试形式：  

闭卷、开卷、开卷闭卷相结合、总结报告与小论文  

四、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模拟电子电路  



后续课程： EDA课程设计、微机接口课程  

五、建议教材及参考材料  

[1] 侯建军，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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