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数字逻辑基础

基本概念

数字量 在时间及幅值上均不连续的量

数字信号 表示数字量的电信号（如何实现？）

逻辑电平 用电压的高低来表示数字“0”和“1”

数字电路
用于存储、传递、处理数字信号的电子电路 

了解不同的分类，数字电路v.s.模拟电路

数制及其转换

数制 计数的体制

常用数制 十进制、二进制、十六进制、八进制

数制转换

N进制→十进制 直接按权展开

十进制→二进制 
方法1 按权位相加法分解十进制

方法2
整数部分 除2取余（由下往上读取）

小数部分 乘2取整（由上往下读取）

二进制←→十六进制、八进制 以小数点为分界，左右4位或3位一组 

十进制→十六进制、八进制 以二进制为中介
十进制→二进制→十六（八）进制

码制及常用编码

码制 有规律的数字及字母的组合，代表不同事物 

常用码制

BCD码
8421BCD码 

余3码

可靠性编码
格雷码（循环码） 任意相邻两数的代码只有一位码不同

奇偶校验码、海明码

字符编码：ASCII码

二进制数的运算

算术运算

基本运算规则

有符号数运算
用补码实现
加法/减法

逻辑运算

基本

与
全1出1
有0出0

或
有1出1
全0出0

非 总是取反

复合

与非
全1出0
有0出1

或非
有1出0
全0出1

与或非
某组全1出0
每组有0出1

异或
相同出0
互异出1

同或
相同出1
互异出0

逻辑运算公式及定理

基本公式

常用公式

基本定理

对偶定理
内容：两个逻辑函数相等，其对偶式也相等

对偶：“·”和“+”互换、“0”和“1”互换、优先级不变

代入定理 内容：等式两边的共有变量可以用同一函数代替

反演定理

内容：“·”和“+”互换、“0”和“1”互换、优先级不
变、各单变量的“原”和“反”互换

作用：求反函数

逻辑函数表示及其转换

表示方法

函数式

一般式 与或、或与、与非-与非、与或非、或非-或非 不唯一

最小项表达式

最小项：
包含所有变量（原变量或其反变量）的乘积项

最小项编号：

表达式：输出为1的所有最小项之和 唯一

化最小项表达式
真值表法

配项法

最简“与或”式 乘积项最少，每个乘积项包含变量数最少 不唯一

真值表
将输入逻辑变量可能取值
和相应函数值排列在组成的表格

卡诺图
按几何相邻且逻辑相邻的原则
将最小项表达在方块中

唯一

波形图（时序图） 逻辑变量的逻辑值随时间变化规律 唯一

逻辑图 逻辑符号表示输入输出的逻辑关系 不唯一

相互转换 以逻辑函数式为核心

逻辑函数 → 真值表 按序遍历求值填入

真值表 → 逻辑函数 每行一个最小项，求和

逻辑函数 → 卡诺图 化“与或”表达式，对应填入卡诺图

逻辑函数的化简

公式法
利用基本公式：使表达式中“+”最少

利用常用公式：使每个项中的变量数最少

卡诺图法

将逻辑函数用卡诺图表示

合并相邻的最小项，每个圈用一个与式表示 圈最大、1必圈、圈数最少

所有“与项”相加

无关项化简

公式法
无关项举例

可以将0全加入、部分加入、或者不加入

卡诺图
无关项用×表示

可以将×圈入，也可以不圈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