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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目的

1. 了解数字电路的基本组成，认识数字信号、逻辑电平和逻辑关系。

2. 接触数字电路的调试过程，对数字电路达到一个大体的感性认识。

3. 掌握数制、码制及相互间的转换。

2 实验内容

1. 检查译码显示电路的功能。

2. 测试 74LS161 计数器的功能。

3. 分别连接 10 进制和 6 进制计数器。

4. 连接 60 进制或 24 进制计数器。

3 实验原理

3.1 数字钟的基本原理

数字中的基本构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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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钟基本原理

图中的译码器和数码管的图例如下图所示：

(a) 译码器、数码管 (b) 连接示意图

图 2: 数码管显示原理

3.2 74LS00 芯片说明

图 3: 74LS00 芯片引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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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74LS161 芯片说明

(a) 74LS161 芯片引脚示意图 (b) 功能表

图 4: 74LS161 芯片使用说明

4 实验过程与结果

4.1 16 进制计数器

图 5: 161 芯片计数功能引脚连接示意图

1. 按照上图示意连接各个引脚。

• 16、8 连接电源 VCC 和 GND

• 11 14 对应 4 为二进制输出

• 1 接高电平，清零不起作用；7、10 接高电平，起计数作用

• 2 脚接 1Hz 时钟信号

2. 观察实验结果，发现数字钟从 0 9 能够显示，随后在时钟等效为：ABCDEF 过程，灯不亮。数
字钟在变为 0 时，15 脚输出使得 LED 点亮，说明此时为 16 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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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0 进制计数器

图 6: 10 进制连接示意图

原理：10 的时候是 1010B，通过将 B、D 位连接与非门，到 10 以后，与非门清零，使得 4 位
均出 0，计数器重新从 0 开始计时。

时序图

图 7: 10 进制计数器时序图

4.3 6 进制计数器

图 8: 6 进制连接示意图

原理：6 的时候是 0110B，通过将 B、C 位连接与非门，到 6 以后，与非门清零，使得 4 位均
出 0，计数器重新从 0 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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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图

图 9: 6 进制计数器时序图

4.4 60 进制计数器

图 10: 60 进制连接示意图

原理：十进制每次进 1，形成上升脉冲，使得 6 进制计数器计数增 1，当计数到 60 时，十进制
和 6 进制同步清零，重新从 0 开始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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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图

图 11: 60 进制计数器时序图

4.5 24 进制计数器

图 12: 24 进制连接示意图

原理：实际上为 2 进制和 10 进制的组合电路。

• 在没到 20 前，右端十进制计数器计数到 10，10 进制计数器清零，2 进制计数器增 1；

• 到 20 之后，十进制计数器，起 4 进制计数器作用：若 QC1 出 1，且 Qb2 为 1，说明此时
为 24，Z2 出零，两个计时器均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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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图

图 13: 24 进制计数器时序图

4.6 实验心得

通过本次实验，我对数字电路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实验中，我成功搭建

了不同进制的计数器，并绘制了它们的功能和时序图，加深了对这些电路的印象在实验过程中，在

连线过程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通过反复排查电路，得到了解决。

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 接线布局等因素引入干扰（接线太长、层叠太多、引脚悬空等）；

• 实验箱的因素（5V 电源稳压性能、时钟边沿特性不佳、芯片矩离太远等）；

• 连接 6 进制时，容易出现：计数器输出 3（0011 B）时，到 4（0100 B），由于芯片对引脚输出
清零缓慢，中间态有（011X B），导致与非门误判输出 6，使得 6 进制计数器清零，变为 4 进
制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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