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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CPU运算器中寄存器的作用

2. 设计并验证寄存器组（至少四个寄存器）

3. 利用寄存器或组合逻辑电路实现移位运算功能（至少含左移、右移、循环左移、循环右移四种运算功能）

 扩展要求扩展要求

1. (扩展)实现更多的寄存器

2. (扩展)实现多总线结构寄存器访问

 思考内容思考内容

  思考随着寄存器的增多，电路设计的复杂度是什么比例增大

实验步骤实验步骤

 一、理论分析一、理论分析

 本次实验需要验证寄存器组，我们选择74LS373来充当寄存器，在此处我们选择用299芯片来实现移位运算功能，包含了左
移、右移、循环左移、循环右移，299的功能图（图片截自电子发烧友网站）如下：

 由于扩展要求：用74LS138配合一个读开关和写开关实现选中8个寄存器中的一个并对其进行读写控制，所以我们用到了一些
与或运算，因此，我们采用74LS04来实现非运算，4073来实现3位与运算、4075来实现3位或运算。

 二、实现方法二、实现方法

 基础要求：

 四位寄存器的设计：



 通过使用74LS245将数据输入到总线上，然后数据在总线上流动。如果需要进行移位操作，则进入74LS299芯片，并将数据
保存在74LS299芯片中，同时关闭74LS245,进行移位操作，最后将数据放回到总线上，数据流动到寄存器输入端位置，通过
74LS138和两个开关进行与或运算，实现选中并控制寄存器的操作，用74LS138选中寄存器之后，打开写开关，将数据写入到
选中寄存器中，然后打开读开关，将数据读出到总线上。

 扩展要求：

 八个寄存器的设计：

 在四个的基础上纵向延伸4个寄存器，其重要功能与四个的一样。

 扩展要求：实现138和读、写开关与或运算实现选中读、选中写功能。



 介绍一下读、写开关和74LS138进行的与或运算。

 通过真值表可得：

 OE非=A非+B+C

 LE=(A非)与B与(C非)

 三、实验结果分析三、实验结果分析



 四个八位寄存器读写：
 让编号为010的寄存器写入0001 0001，输出结果：

读出结果：



 四个寄存器右移（由于篇幅原因，左移右移选择一个实现）：

 四个寄存器循环右移（由于篇幅原因，循环左移循环右移选择一个实现）：

 八个八位寄存器读写：



 让编号为110的寄存器写入0001 0001，输出结果：

 读出结果：

 八个寄存器右移（由于篇幅原因，左移右移选择一个实现）：



 八个寄存器循环右移（由于篇幅原因，循环左移循环右移选择一个实现）：

 四、思考问题四、思考问题

 我在增加寄存器的时候，并没有感到电路设计复杂难度有明显的提高(不是博主装X，应该是博主没有理解题目意思吧！)。

 五、问题和解决办法五、问题和解决办法



 一、 299的使用：
  在接触到这个299的芯片的时候，我就纳闷了，你说你弄成个输入输出分开的不好吗？非要输入输出在一起，不吐槽了，不
如正题。

  首先我们先看功能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得出，299的功能有：清零、保持、左移、右移和置数功能。但是我们只需要用到他的三个功能：左移、
右移和置数功能。

  proteus里面的74LS299：

  简单说一下上面的端口对应：

proteus 真实端口真实端口

MR CLR非

OE2非 G2非

OE1非 G1非

CLK CLK

S1 S1



S0 S0

D7 SL

D0 SR

proteus 真实端口真实端口

  看完功能表和端口对应，想必大家对299芯片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了，接下来我就来演示如何实现左移功能：
  总体来说，想要让其实现移位，得让要移位的数据存储进299芯片内部，也就是第一步，置数，通过查看功能表，只需要
将：MR置为1，OE2非和OE1非置为0，S1和S0置为1，D7和D0置为0。然后让数据流入，此时拨动CLK，实施置数功能即可，
然后改变S1或S0通过拨动CLK来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
  具体步骤：
  （1）.将299的端口值设置为置数功能（参考功能表进行设置）

  （2）.打开245，让245内保存的数据流入总线，同时流经299。



   （3）.此时总线上有了数据，而且299还设置为置数功能，此时只需要拨动两下下CLK，实现这个功能即可。



  （4）.拨动完一次CLK之后，记得将其复原为低电平，以便形成下一次上升沿。

  （5）.此时关闭245，因为299已经实现了置数功能，也就是将数据保存在了299芯片中了，我们就不需要245的数据了，而
且待会299也需要往总线上输出数据，所以现在需要将245关闭。



  （6）.此时，我们的299内部已经保存了要移位的数据了，我们只需要设置S0和S1来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此处我将S1置
为0，S0置为1来实现右移的功能，我们看到，在我设置S1和S0之后，299内部保存的数据就放出来了。



  （7）.拨动CLK，实现数据右移。



 二、74LS373的使用：
  我一直以为74LS373就是一个简单的锁存器，其接口OE非是类似“总闸”的一个芯片开关，LE是让数据流过的开关，结果打
错特错！

  OE非是74LS373的读开关，此处的读是讲74LS373芯片内锁存的数据读出芯片，而LE则是74LS373的写开关，同理，此处
的写是将外部数据写入到74LS373中。

 六、结论六、结论

 通过本次实验，我深刻了解了74LS373的功能，并学会了74LS299芯片的使用，重要的是了解了运算器内部寄存器的工作方
式，并运用了数电知识来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后话后话



1.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博主经常在线，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可以在下方评论，我会积极反馈的。

2. 其次还是要请大家能够多多指出问题，我也会在评论区等候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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