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小 结
一、数制和码制

1. 数制：计数方法或计数体制（由基数和位权组成）

种 类 基 数 位 权 应 用 备 注

十进制 0  9 10i 日常

二进制 0 ，1 2i 数字电路 2 = 21

八进制 0  7 8i 计算机程序 8 = 23

十六进制 0  9，A F 16i 计算机程序 16 = 24

各种数制之间的相互转换，特别是十进制→二进制的转换，
要求熟练掌握。

2. 码制：常用的 BCD 码有 8421 码、2421 码、5421 

码、余 3 码等，其中以 8421 码使用最广泛。



[练习] 完成下列数制和码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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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用逻辑关系及运算

1.  三种基本逻辑运算：与 、或、非

2.  四种复合逻辑运算：与非 、或非、与或非、异或

三、逻辑代数的公式和定理

是推演、变换和化简逻辑函数的依据，有些与普通代数相
同，有些则完全不同，要认真加以区别。这些定理中，摩根定
理最为常用。

真值表 函数式 逻辑符号

[练习]  求下列函数的反函数（用摩根定理），并化简。

DACBAY 

[解] )( )( DACBADACBADACBAY 

DCCADBABDA  CAABDA 



四、逻辑函数的化简法

化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简逻辑函数式，从而使逻辑电路
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化简的方法主要有公式化简法和图
形化简法两种。

1. 公式化简法：可化简任何复杂的逻辑函数，但要求能熟
练和灵活运用逻辑代数的各种公式和定理，
并要求具有一定的运算技巧和经验。

2. 图形化简法：简单、直观，不易出错，有一定的步骤和
方法可循。但是，当函数的变量个数多于
六个时，就失去了优点，没有实用价值。

约束项：
（无关项）

可以取 0，也可以取 1，它的取值对逻辑函
数值没有影响，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化简
逻辑函数，以得到更为满意的化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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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用公式法将下列函数化简为最简与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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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用图形法将下列函数化简为最简与或式。

（1） 画函数的卡诺图

（2） 合并最小项：画包围圈

（3） 写出最简与或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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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画函数的卡诺图

（2） 合并最小项：
画包围圈

（3） 写出最简与或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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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逻辑函数常用的表示方法：

真值表、卡诺图、函数式、逻辑图和波形图。

它们各有特点，但本质相同，可以相互转换。尤
其是由真值表 → 逻辑图 和 逻辑图 → 真值表， 在逻
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中经常用到，必须熟练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