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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六输入可编程序触发逻辑线路

丁慧良 杨熙荣 郁忠强 顾松华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摘 要

利用 / −6 的随机存取存贮器 :1 . < ; / 9 ∀ ∀ = > 作 了一个六输入可编程

序触发逻辑线路 :0 ∋< 标准;
(

能实现输入端数 0 : 的任何逻辑功能
(

当改

变不同的逻辑组合时
,

不需要改变任何硬件和连线
,

只需重新加载一次就可以

了
(

本线路可以代替输入端数 0 《 的任何逻辑功能的各种 0 ∋< 逻辑单元用于

高能物理在线实验中
(

利用这种原理可期望发展价格低廉的
、

使用灵活的和规

模很大的触发逻辑系统满足高能物理计数器实验的需要
(

本线路的输入脉冲是脉宽; 毫微秒的0 ∋< 信号
(

输 出亦为 0 ∋< 信号
(

输

出端给出 ? 毫安的电流
,

可连接两个 ∀# 欧姆的负载
,

组成桥式输出
(

电路工作

于选通和无选通两种方式
(

引 言

在高能物理的计数器实验中
,

常采用闪烁计数器望远镜或多丝正比室作为触发计数

器
(

基于从这些探测器来的信号
,

通过一定的触发逻辑系统
,

选择满足一定空间关联的事

件
,

给出触发信号
,

告诉在线计算机将此事件记录下来
,

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候选事例
(

很

多年来
,

触发逻辑系统均采用标准的 0 ∋< 逻辑单元
,

或者是二极管或晶体三极管组成的

门矩阵来实现的
(

当用于触发的探测器单元数不太大时
,

:譬如说几十个单元; 这是合适

的
(

但近年来
,

随着高能加速器能量的提高
,

探测器的规模越来越大
,

作触发用的探测器

数目越来越多
(

这时
,

采用标准的 0 ∋< 插件
,

规模太大
,

价格极其昂贵
(

采用门矩阵的

方法
,

所需要的元件数也十分惊人
(

另外
,

由门矩阵组成的逻辑电路
,

其逻辑一旦固定就

无法改变
,

不同条件的实验必须有各自的触发逻辑电路
(

.
(

3≅ ΑΑ Β 等人山提出了一个可

编程序的快触发逻辑的原理
,
这完全是新的概念

,

其核心是利用 / −6 的随机存取存贮器

:1 . <;
(

可以期望利用这种原理发展低价格的
、

使用灵活的
、

规模很大的触发逻辑系统

满足高能物理计数器实验的需要
(

本文利用 .
(

3≅ ΑΑΒ 等人提出的原理
,

作了一个六输人可编程序触发逻辑单元 :0∋ <

标准 ;
,

可实现 0簇 之间的任何逻辑功能
(

这种规模较小的线路
,

不仅能用于高能物理

的在线实验中
,

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将是非常有用的
(

本文 ∃ ! 9# 年 ?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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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线路 及 性 能

图 ∃ 给出了线路的原理图
(

用的 1 . < 是 9 Χ ∃ 厂生产的 /9 ∀∀ Δ > 全译码随机存

贮器
,

输人和输出级采用 0 ∋< Ε / − 6 电平转换和 / −6 Ε 0 ∋< 电平转换
,

以适应和其他

<< 单元一起工作
(

线路在使用前必须先按照所要求的逻辑功能写人数据
,

数据的写人

是由手动完成的
,

地址的选择由开关 ∃∃一∋‘进行
,

数据由开关 Φ 选择送到 1 . < 的数据输

入端 Γ Β。 ,

每加载存贮器中的一位
,

必须压一次按钮开关 )
(

由图上看到
,

手动地址选择

和输入脉冲分别通过门控后
,

然后
“

线或
,Η

图 ∃ 六输人可编程序触发逻辑原理方块图

送到 1 . < 的地址输人端
(

当加载时
,

即

压下按钮开关 ) ,

关闭输人脉冲的门
,

打开

手动地址选择的门
,

让被选择的地址 :电

平
“

#’’ 或
“ ∃勺 送到 1 . < 的地址输入端

,

加载的同时
,

另一个信号通过延迟成形
,

在

1 . < 的写输入端 面
Ι

给一个负脉冲 :电平

由
“ >”到

“# , ,

;
,

这时
,

预置的数据
“ >” 或

“7 ”

就从数据输人端加到了相应地址的存贮单

元中
(

对六输人而言
,

要预置某一种给定

的逻辑功能
,

必须依次加载  ϑ 步
(

表

∃ 给出了几个数据加载的实例
(

当输人端

数 0 Κ 时
,

譬如说
,

要求得到四输人端的某种逻辑功能时
,

可以用六输人端中的任意

四个
,

余下的二个输入端空着
,

加载时将不用的地址端永远放在
“

#’’ 的位置
,

这样
,

对四输

人端的任何给定的逻辑只要依次加载 ∃ 步
(

当按照预定的逻辑要求加载完毕后
,

线路就

可以工作了
(

输人脉冲经过 0 ∋< Ε /− 6 电平转换
,

整形成一定宽度的脉冲
,

通过常开的

门电路
,

加到 1 . < 的地址输入端
,

将输入脉冲所相应地址的存贮器中的内容
“

∃’’ 或
“# ”

读出来
,

这样就实现了预置的逻辑关系
(

这儿用的 1 . < 是全译码的
,

为了避免译出错误

的假信号
,

要求输人脉冲在时间上同时
,

并且有相同的宽度
,

所以在输人端用了成形级
(

由

于边沿效应
,

目前使用的 1 . < 的输出端总有一些不希望的剩余小脉冲出现
,

选择合适的

电阻1 ,

然后通过后面的 / − 6 Ε 0 ∋< 电平转换级的闭
,

将这些小脉冲去掉
(

由于不同地址

的取数时间上有一定的离散
,

线路中采用了选通的办法
(

取输人级的成形脉冲宽度为 ϑ  ∀

毫微秒
,

选通脉冲的宽度ϑ ∃# 毫微秒
,

调节选通脉冲的延迟时间使它在 1 . < 输出脉冲的

中间部分
,

这样
,

在输出端就可以得到定时好
、

宽度一定的脉冲
,

而且完全去掉了边沿效应

的影响
(

输出级采用双三极管的电流开关
,

输出 ? 毫安的电流
,

可接二个 ∀# 欧姆的负

载
,

组成桥式输出
(

整个线路的详细图见图  
(

本线路要求的输入脉冲是脉宽 ; 斗毫微秒的 0 ∋< 信号
,

输人脉冲前沿允许有 Κ ? 毫

微秒的时间离散
,

最高工作重复频率达  # 兆周
(

输出为 0 ∋< 信号
,

上升和下降时间均为

∃
(

∀ 毫微秒
(

当不用选通时
,

输人一输出脉冲的延迟为 ?∃ 毫微秒
,

输出脉冲前沿的离散

Κ 士 ? 毫微秒
(

当用选通时
,

输人一输出脉冲的延迟为 # 毫微秒
,

输出脉冲的前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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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四种不同逻辑组合加载数据的例子

7Λ

不同逻辑组合加载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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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不同逻辑组合加载的数据

> Μ  Μ ? Μ Μ ∀ 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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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六输人可编程序触发逻辑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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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
(

三
、

讨 论

本线路使用的 / ,” 义 ∃ 全译码随机存贮器的地址取数时间有较大的离散
,

高达

∃# 一巧 毫微秒
,

这给线路调整带来很大的困难
(

实验发现
,

输人到位地址端的脉冲加接

大约∃# 毫微秒的延迟电缆后
,

可以减小输入一输出脉冲延迟的离散
,

仔细调整此延迟电缆

长度可以使输出脉冲的前沿离散 Κ 士 ? 毫微秒
(

本线路的最高工作重复频率主要决定于输人成形级
,

假如输人脉冲已经整形成相同

宽度的窄脉冲
,

可以取消线路中的成形级
,

大大提高线路工作的最高重复频率
(

假如能改

进 1 . < 的地址取数时间离散
,

可以期望最高工作重复频率达 ∃# # 兆周
(

六输人可编程序触发逻辑线路
,

可以实现 0成 的任何逻辑功能
,

线路简单
,

使用方

便
,

当改变不同的逻辑组合时
,

不需要改变任何硬件和连线
,

只需重新加载一次就可以了
(

本线路可以代替输入端数 0成 的任何逻辑功能的各种 0 ∋< 逻辑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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