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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是计算机的主要部件之一，它用来暂时存放数据或指令。
数码寄存器

只有寄存数码和清除数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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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d3
 

：待存数据 Q0
 

--Q3：
 

输出数据

工作过程：接收脉冲到达后，将待存数据送至各D触发
 器 ， 取数脉冲加入后将所存数据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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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寄存器
所谓“移位”，就是将寄存器所存各位数据，在每

 个移位脉冲的作用下，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位。根据移位
 方向，常把它分成左移寄存器、右移寄存器

 
和

 
双向移

 位寄存器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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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寄存器

根据移位数据的
 输入－输出方式，又
 可将它分为串行输入
 －串行输出、串行输
 入－并行输出、并行
 输入－串行输出和并
 行输入－并行输出四
 种电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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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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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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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器的功能和分类

1. 计数器的功能

记忆输入脉冲的个数。用于定时、分频、产生节拍脉冲及
 进行数字运算等等。

2. 计数器的分类

同步计数器和异步计数器。

加法计数器、减法计数器和可逆计数器。

有时也用计数器的计数循环规律(或称模数)来区分各种
 不同的计数器，如二进制计数器、十进制计数器等等。

2.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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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分析

Q0D0 Q1
D1 Q2D2

Q0 Q1 Q2

CP
计数

 脉冲

在异步计数器中，有的触发器直接受输入计数脉
 冲控制，有的触发器则是把其它触发器的输出信号作为
 自己的时钟脉冲，因此各个触发器状态变换的时间先后
 不一，故被称为“ 异步计数器

 
”。

例1.  三位二进制异步加法计数器。

一个触发器可表示一位二进制数；因此n位二进
 制数需n个触发器

2.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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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各触发器间时钟不一致，

所以称异步计数器；

2.  Q2Q1Q0
 

各位间为二进制关系；

3. 计数从000开始到111结束，然

后循环，所以称加法计数。

（或上叫上行计数）

二进制计数器

1、
 

异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分析

2.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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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电路简单、可靠

缺点：速度慢

异步计数器的优缺点：

二进制计数器

1、
 

异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分析

2、同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分析

在同步计数器中，各个触发器都受同一时钟脉冲—— 
输入计数脉冲的控制，因此，它们状态的更新几乎是同

 时的，故被称为
 

“ 同步计数器
 

”。

2.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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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JK触发器组成的三位二进制同步加法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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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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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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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二进制同步加法计数器

CP

分析步骤:

1.  先列写控制端的逻辑表达式： J2
 

= K2
 

= Q1
 

Q0
J1

 

= K1
 

= Q0

J0
 

= K0 =  1
Q0

 

：
 

来一个CP，翻转一次；

Q1
 

：当Q0
 

＝1时，可随CP翻转；

Q2
 

：只有当Q1Q0
 

＝11时，才能随CP翻转。

2.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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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分析

列写状态转换表，分析其状态转换过程。

2     0    0    1      0        0        1        1        1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3     0    1    0      0        0        0        0        1    1        0   1   1
4     0    1    1      1        1        1        1        1    1        1   0   0
5     1    0    0      0        0        0        0        1    1        1   0   1
6     1    0    1      0        0        1        1        1    1        1   1   0
7     1    1    0      0        0        0        0        1    1        1   1   1
8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CP   Q2 Q1 Q0 J2＝
 

K2＝
 

J1＝ K1＝ J0＝1 K0＝1 Q2 Q1 Q0
Q1 Q0 Q1 Q0 Q0Q0

原状态
 

控
 
制

 
端

 
次状态, , ,

2.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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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Q0

Q1

Q2

用波形图显示状态转换关系

注意：各触发器均在CP的下降沿翻转。

2、同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分析

2.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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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任意进制计数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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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 计数
 脉冲

CP1.  写出控制端的逻辑表达式：

J2
 

= Q1
 

Q0  ， K2
 

＝ 1

J1
 

=
 

K1
 

＝ 1

J0
 

= Q2
 

，
 

K0
 

＝ 1

2.  画出输出波形图 3.  由波形图进行分析

000至100

为五进制加法计数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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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14     13     12     11     10    9     8

S9(1)                    S9(2) Q2 Q1             GND

UCC    R0(2)   R0(1)   C1      C0 Q0      Q3

74LS290

R0(1)     R0(2) S9(1)     S9(2) Q3 Q2 Q1 Q0

1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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