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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 74LS74 双 D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测试方法。

2. 了解 D 触发器的简单应用。

二、 实验内容及步骤

1. 验证 74LS74 双 D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只需对其中的一个 D 触发器测试功能）。

2. 用 D 触发器组成一个计数器。

三、 实验原理

1. 验证 74LS74 双 D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只需对其中的一个 D 触发器测试功能）。
按引脚图接好线路，在 CP 端接 1kHz 的方波，使 SD = RD = 1, 在 D=0、D=1、D=

Qn 三种情况下分别记录 Q 端（指示灯亮、暗情况）。注意时钟脉冲（CP）和输出脉冲的
相位关系。

图 4.1: 74LS74 双 D 触发器的引脚图和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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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74LS74 的功能表

表 4.3: 附录中的 74LS74 的功能表

图 4.2: 附录中的 74LS74 的引脚图

2. 用 D 触发器组成一个计数器。

1⃝ 按图 4.3所示连接，时钟脉冲用 10kHz，采用指示灯的亮、暗情况，观察 CP、QA、QB、
QC、QD。

2⃝ 把图 4.3 中 CPB 接 QA、CPC 接 QB，CPD 接 QC，用指示灯的亮、暗情况，观察
CP、QA、QB、QC、QD。

根据指示灯的亮、暗情况，分析这两种计数器属于何种计数器。

图 4.3: 用 D 触发器组成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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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使用清零输入的情况下，按照 QD 最高位，QA 最低位的顺序来看， 1⃝ 中的输出
从 1111 按照二进制数的算术顺序不断减少到 0000，之后重置为 1111，如此往复，即十进
制的从 15 自减到 0，之后重置为 15，再自减的循环；而 2⃝ 中的输出从 0000 按照二进制
数的算术顺序不断增加到 1111，之后重置为 0000，如此往复；即十进制的从 0 自增到 15，
之后重置为 0，再自增的循环。
将清零输入置为 1 的时候，输出为 0000，清零输出变回 0 后，继续从 0000 开始计数。
综上所述，这两种计数器， 1⃝ 为减法计数器， 2⃝ 为加法计数器。

区别： 1⃝ 的计数是不断减少的， 2⃝ 的计数是不断增加的；

联系： 1⃝ 和 2⃝ 都是异步计数器，每一级的 D 触发器的时钟信号接了上一级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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