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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题目：实验题目：

实验一实验一 学习学习educoder平台，学习平台，学习logisim的使用的使用

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目的和要求：

1.简单学习logisim使用，安装好运行环境
2.学习educoder平台的使用，在其提供的配套慕课里学习logisim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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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实验过程：

１.计算机硬件系统设计里面找到对应的java环境进行安装运行环境



２.打开并运行logisim软件

3.加入MOOC课程学习对应的基础操作，练习使用logisim的软件

4.注册并登录educoder平台，名称要注明班级，学号，姓名，并以学生身份登录，搜索课程号：SGQYO，加入相应的计算机组
成原理教学课堂

实验结果：实验结果：

经过几小时的安装和摸索初步明白了这个软件的基本操作和运用，看到了很多网站上的实验，觉得该课程的实验挺难操作的。

实验分析：实验分析：

只有不断尝试和摸索，才会取得实验最后的成功，在几个实验的尝试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educoder平台上代码粘贴
不上去，往后的实验去寻找解决吧。

实验题目：实验题目：

实验二实验二 偶校验编码实验偶校验编码实验

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目的和要求：



帮助学生掌握奇偶校验基本原理和特性，能在 Logisim 中实现偶校验编码电路，检错电路,理解校验码传输的原理。

实验过程：实验过程：

在 logisim 中打开实验资料包中的 data.circ 文件，在对应电路中完成偶校验编码电路。实验电路输入输出引脚如图所示。输入：
16位原始数据；输出：17位校验码（16位数据位+1位校验位），其中校验位存放在最高位，注意输入16位原始数据的每一位都
已经通过分线器利用隧道标签引出，可以直接复制到绘图区使用。

将完成的实验，用记事本打开，粘贴代码，开始运行。



实验结果：实验结果：

实验分析：实验分析：

奇偶校验是一种冗余编码校验，在存储器中是按存储单元为单位进行的，是依靠硬件实现的，因而适时性强，但这种校验方法只

能发现奇数个错，如果数据发生偶数位个错，由于不影响码子的奇偶性质，因而不能发现。 　
　对于位数较少，电路较简单的应用，可以采用奇偶校验的方法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实验题目：实验题目：

实验三实验三 3、、8位可控加减法电路设计位可控加减法电路设计

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目的和要求：

帮助学生掌握一位全加器的实现逻辑，掌握多位可控加减法电路的实现逻辑，熟悉 Logisim 平台基本功能，能在 logisim 中实现
多位可控加减法电路。

实验过程：实验过程：

在 Logisim 模拟器中打开 alu.circ 文件，在对应子电路中利用已经封装好的全加器设计88位串行可控加减法电路，其电路引脚定
义如图所示，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在电路中使用对应的隧道标签，其中 X，Y 为两输入数，Sub 为加减控制信号，S 为运算结果输
出，Cout 为进位输出，OF 为有符号运算溢出位。



将完成的实验，用记事本打开，粘贴代码，运行成功。

实验结果实验结果：

据实验要求，按步骤慢慢完成就OK了，实验过程比较难受，尤其电脑端代码粘贴不上，手机端剪贴版不够大，分步粘贴的艰
辛。

实验分析：实验分析：

这个实验的本意是用一位全加器和逻辑门搭建电路。用全加器和异或门也可以完成。这里涉及两个“异或”的知识点：
1.位变量a和0异或，结果为a；和1异或，结果为~a（取反）
2.溢出标志可以用最高位（符号位）进位和次高位进位异或得到。即这两个进位相同则不溢出，否则溢出。

实验题目：实验题目：

实验四实验四 汉字字库存储芯片扩展实验汉字字库存储芯片扩展实验

实验目的和要求：实验目的和要求：

理解存储系统进行位扩展、字扩展的基本原理，能利用相关原理解决实验中汉字字库的存储扩展问题，并能够使用正确的字库数

据填充。



实验过程：实验过程：

现有如下 ROM 组件，4片4K32位 ROM ，7片16K32位 ROM，请在 Logisim 平台构建 GB2312 汉字编码的16K16点阵汉字字
库，电路输入为汉字区号和位号，电路输出为8×32位（16K16=256位点阵信息），待完成的字库电路输入输出引脚见后图，具
体参见工程文件中的 storage.circ 文件，图中左侧是输入引脚，分别对应汉字区位码的区号和位号，中间区域为8个32位的输出
引脚，可一次性提供一个汉字的256位点阵显示信息，右侧是实际显示区域，用于观测汉字显示是否正常。待完成字库子电路封
装已经完成，请勿修改以免影响后续自动测试功能。



将完成的实验，用记事本打开，粘贴代码，运行成功。

实验结果：实验结果：



实验分析：实验分析：

这次实验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一开始，我从上个周开始就在做这个汉字字库存储芯片扩展实验，但是画的电路交上去测评一直都

是错的。好在今天，经同学点拨，要将ROM里的内容复制到自己的设计画出的存储器中。这样一修改测评就对了。总之，完成
这次实验挺不容易的，也让我学到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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