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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 Mealy 型时序电路设计方法。

2. 验证所设计电路的逻辑功能。

3. 体会状态分配对电路复杂性的影响。

二、 实验内容及步骤

1. 设计一同步序列检测器,当输入序号为 1001时,输出一个“1”即输入 X序列为 0100110011
⋯⋯输出 Y 序列为 0000100010⋯⋯选用 D 触发器, 做这个实验。

三、 实验原理

1. 若采用米利模型，则需要 4 个状态，分别为：S0 无输入、S1 输入 1、S2 输入 10、S3 输入
100 这几个状态。则可以画出状态转换图如下：

图 6.1: 状态转换图（米利模型）

好像也不用画状态转换图，下面我们来证明检测长度为 n 的序列的同步序列检测器至
少有 n 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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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这里用米利模型举例，摩尔模型一般状态比米利模型多（猜测可能是至少 n + 1 个状

态，待证）。

∀i = 0, 1, . . . , n − 1，设 Si 表示已经正确检测了序列的前 i 个位的状态（可能存在等
价状态），那么只有 Sn−1 在下一次转换时可能输出 1（第 n 位也正确时），其余状态在下
一次转换时均只能输出 0，也就是说 Sn−1 与其他状态均不等价。

对于 ∀Sj , Sk ∈ {Si | i = 0, 1, . . . , n − 1} (j < k) ，若 Sj 和 Sk 等价，那么经过
相同的输入后这两个状态应转换到相同的状态或等价的状态。那么对于 Sj 和 Sk，将序
列的后 n − k − 1 位作为输入，此时 Sk 应转换到 Sn−1，而 Sj 转换到 Sj+n−1−k。因为
j + n − 1 − k < n − 1，所以 Sj+n−1−k 与 Sn−1 必定不等价，则 Sj 与 Sk 也必定不等价，
产生矛盾。

所以 {Si | i = 0, 1, . . . , n− 1} 中的状态均不等价，于是此同步序列检测器至少有 n 个
状态。

因此检测 1001 序列最少需要 4 个状态，而状态编码也不需要仔细调整，因为只有一
个状态可能会在转换到次态时输出 1，同时状态的转换可以直接使用移位寄存器，所以可
以直接画出逻辑电路图如下：

图中 X 代表输入，CP 代表时钟信号，Y 代表输出。

图 6.2: 米利模型

图 6.3: 摩尔模型

这样的逻辑电路会在输入 1001001 时输出两次 1，题目中也未说明这样的情况，就认
为这样是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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