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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器和译码器实验报告 

1. 实验目的 

1.1. 掌握用逻辑门实现编码器的方法. 

1.2. 掌握中规模集成电路编码器和译码器的工作原理以及逻辑功能. 

1.3. 掌握74𝐿𝐿𝐿𝐿138用作数据分配器的方法. 

1.4. 熟悉编码器和译码器的级联方法. 

1.5. 能够利用译码器进行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2. 实验原理 

2.1. 编码器(Encoder) 

在数字系统中，常常需要将某一信息(输入)变换为某一特定的代码(输出).把二进制码按一

定的规律编排，例如 8421码、格雷码等，使每组代码具有一特定的含义(代表某个数或控制信

号)称为编码. 

具有编码功能的逻辑电路称为编码器.它的逻辑功能是将输入的每一个高、低电平信号编成

一个对应的二进制代码. 

2.1.1.  8 线--3线 优先编码器 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 

 

 

𝐿𝐿′为选通输入端,𝐿𝐿′ = 0,编码器才能正常工作. 

𝑌𝑌𝑆𝑆′为选通输出端,𝑌𝑌𝑆𝑆′ = 0,表示电路工作,无编码输入. 

𝑌𝑌𝐸𝐸𝐸𝐸′为扩展端, 𝑌𝑌𝐸𝐸𝐸𝐸′ = 0,表示电路工作,有编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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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译码器(Decoder) 

译码是编码的逆过程.译码器将每个二进制代码赋予的特定含义“翻译”过来,转换

成相应的信息符号(输出信号). 

具有译码功能的逻辑电路被称为译码器,它的逻辑功能是将每个输入的二进制代码译

成对应的输出高、低电平信号或另一个代码. 

2.2.1. 二进制译码器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𝟕 

 

𝐿𝐿1、𝐿𝐿′2和𝐿𝐿′3是三个片选输入端， 

当𝐿𝐿1 = 1, 𝐿𝐿′2 + 𝐿𝐿′3 = 0时,译码器工作. 

 

一个 3线-8线译码器能产生三个变量的全部最小项， 

所以也将这种译码器称为最小项译码器。 

 

2.2.2. 显示译码器 

 

 

能直接驱动数字显示器或能同显示器配合使用的

译码器称为显示译码器 。 

 

常用的显示译码器能驱动七段字符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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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内容 

3.1. 用逻辑门设计一个 4线--2 线的优先编码器 

用小规模逻辑门芯片设计一个 4线-2线的优先编码器，要求输入端高电平有效。将

输入端接逻辑电平开关，输出端𝑌𝑌0~𝑌𝑌1接 LED逻辑电平指示，拨动开关，根据发光二极管

显示的变化，逐项验证 4线-2线编码器的功能。(要求:用与非门、反相器) 

 

 

 

 

 

𝑌𝑌0 = (𝐴𝐴3′(𝐴𝐴2′𝐴𝐴1)′)′. 

𝑌𝑌1 = (𝐴𝐴2′𝐴𝐴3′)′. 

𝑌𝑌𝐸𝐸𝐸𝐸 = (𝐴𝐴0′𝐴𝐴1′𝐴𝐴2′𝐴𝐴3′)′. 

𝑌𝑌𝑆𝑆 = 𝑌𝑌𝐸𝐸𝐸𝐸′. 

 

 

 

𝐴𝐴0 𝐴𝐴1 𝐴𝐴2 𝐴𝐴3 𝑌𝑌1 𝑌𝑌0 𝑌𝑌𝐸𝐸𝐸𝐸 𝑌𝑌𝑆𝑆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1 0 

� 1 0 0 0 1 1 0 

� � 1 0 1 0 1 0 

� � � 1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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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观察分配器输出 

将74𝐿𝐿𝐿𝐿138用作数据分配器，将1𝐻𝐻𝐻𝐻连续脉冲信号加到电路的控制输入端，输出接发

光二极管，改变输入地址码𝐴𝐴2、𝐴𝐴1、𝐴𝐴0的值，观察实验现象，记录实验结果。 

若要求分配器的输出信号与输入脉冲信号同相，在不增加逻辑门的情况下，电路应

如何改接? 

 

输入 输出 

𝐿𝐿1 𝐴𝐴1 𝐴𝐴1 𝐴𝐴0 𝑌𝑌0′ 𝑌𝑌1′ 𝑌𝑌2′ 𝑌𝑌3′ 𝑌𝑌4′ 𝑌𝑌5′ 𝑌𝑌6′ 𝑌𝑌7′ 

0 � � � 1 1 1 1 1 1 1 1 

� � � � 1 1 1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若需要分配器的输出信号与输入脉冲信号同相， 

只需要将脉冲信号接入𝐿𝐿2′与𝐿𝐿3′, 𝐿𝐿1接电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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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验证编码器74𝐿𝐿𝐿𝐿148和译码器74𝐿𝐿𝐿𝐿138的逻辑功能 

根据74𝐿𝐿𝐿𝐿148和74𝐿𝐿𝐿𝐿138的输出状态，填写下表，并分析结果。 

74𝐿𝐿𝐿𝐿148(编码器) 74𝐿𝐿𝐿𝐿138(译码器) 

𝐼𝐼0′ 𝐼𝐼1′ 𝐼𝐼2′ 𝐼𝐼3′ 𝐼𝐼4′ 𝐼𝐼5′ 𝐼𝐼6′ 𝐼𝐼7′ 𝑌𝑌2′ 𝑌𝑌1′ 𝑌𝑌0′ 𝐴𝐴2 𝐴𝐴1 𝐴𝐴0 𝑌𝑌0′ 𝑌𝑌1′ 𝑌𝑌2′ 𝑌𝑌3′ 𝑌𝑌4′ 𝑌𝑌5′ 𝑌𝑌6′ 𝑌𝑌7′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1 1 1 

� 0 1 1 1 1 1 1 1 1 0 0 0 1 1 0 1 1 1 1 1 1 

� � 0 1 1 1 1 1 1 0 1 0 1 0 1 1 0 1 1 1 1 1 

� � � 0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 � � � 0 1 1 1 0 1 1 1 0 0 1 1 1 1 0 1 1 1 

� � � � � 0 1 1 1 0 1 0 1 0 1 1 1 1 1 0 1 1 

� � � � � � 0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1 0 1 

� � � � � � � 0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1 0 

分析：74𝐿𝐿𝐿𝐿148是 8线-3线优先编码器，优先级为𝐼𝐼0′ > 𝐼𝐼1′ > ⋯ > 𝐼𝐼7′，并将输入信号转换为

从 000到 111的反向输出，编码器输出结果反向后作为74𝐿𝐿𝐿𝐿138的输入。 

3.4. 设计一个具有 3路报警信号的报警装置： 

当第一路有报警信号时，数码管显示 1；当第二路有报警信号时，数码管显示 2；当第三

路有报警信号时，数码管显示 3；当有两路或两路以上有报警信号时，数码管显示 8；当

无报警信号时，数码管显示 0.(要求：用74𝐿𝐿𝐿𝐿138和逻辑门等器件设计该电路) 

 

𝐴𝐴 = (𝑌𝑌1′𝑌𝑌4′)′. 

𝐵𝐵 = (𝑌𝑌2′𝑌𝑌4′)′. 

𝐷𝐷 = (𝑌𝑌3′𝑌𝑌5′𝑌𝑌6′𝑌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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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用两片74𝐿𝐿𝐿𝐿138, 扩展为一个 4线-16线译码器 

按上图连接电路，根据实验结果，填写下表，并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 

𝐷𝐷3 𝐷𝐷2 𝐷𝐷1 𝐷𝐷0 𝑍𝑍0′ 𝑍𝑍1′ 𝑍𝑍2′ 𝑍𝑍3′ 𝑍𝑍4′ 𝑍𝑍5′ 𝑍𝑍6′ 𝑍𝑍7′ 𝑍𝑍8′ 𝑍𝑍9′ 𝑍𝑍10′ 𝑍𝑍11′ 𝑍𝑍12′ 𝑍𝑍13′ 𝑍𝑍14′ 𝑍𝑍15′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分析： 

用两片 74LS138扩展为 4线 - 16线译码器时，将低位地址并联作为共同输入，高位地

址控制两片的使能端，使一片负责低 8位译码，另一片负责高 8位译码，从而实现 4位地址

到 16个输出的译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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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考题 

4.1. 如何判断一个数码管的好坏？ 

可使用万用表电阻档，分别测量数码管各引脚间电阻，若有短路、断路或阻值异

常，说明数码管损坏； 

也可给数码管通电，观察各段能否正常点亮，若有缺段、乱亮等情况，则数码管有

问题。 

4.2. 共阴极和共阳极数字显示器有什么区别？能否用74𝐻𝐻𝐻𝐻74直接驱动共阴极数字显示器？ 

共阴极数码管的阴极是公共端，需将阴极接地，阳极接高电平时相应段点亮；共阳

极数码管的阳极是公共端，需将阳极接高电平，阴极接低电平时相应段点亮。 

不能用74𝐻𝐻𝐻𝐻74直接驱动共阴极数字显示器。74𝐻𝐻𝐻𝐻74是双 D触发器，主要用于存储

和处理数字信号，而非用于驱动数码管，它的驱动能力和输出信号类型不适合直接驱动

共阴极数字显示器。 

4.3. 为什么用二进制译码器可以设计任意的组合逻辑电路？ 

因为二进制译码器能将输入的二进制代码译成对应的输出信号，使能端有效时，对

于每一组输入代码，只有一个输出引脚为有效电平，其余为无效电平。利用这一特性，

通过对译码器的输出进行适当组合和处理，可实现各种逻辑功能。 

4.4. 总结用集成电路进行功能扩展的方法。 

通常有级联法，将多个相同或不同的集成电路按一定方式连接，以增加功能或提高

性能，如多个计数器级联实现更大计数范围； 

还有利用使能端、控制端等进行功能扩展，通过对这些引脚的控制，使集成电路在

不同条件下实现不同功能。 

另外，还可将不同功能的集成电路组合使用，实现更复杂的系统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