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场 真

数
,

如表 中各个小矩形框所示
。

又如
,

若取 二 ,

场 二 句
, ,

以 二 和 二 所构

成的二维子空间对真值表进行分割
,

则求得 由 二 和 二 所定义的二维子函数
,

如表 中各个大

矩形框所示 由表 得函数 了
, ,

勺 的 运算展开式为

表
工工

公公

芯芯

任 口 口

已 口 口 已 口

已 几 已 已 口 口

。 , , , 二 , , , 二 , , ,

」
,

, 。 , , , , , , , 二 二 ,

, 。 , 。 二 , , ,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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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式可以作出函数 二 , ,

的三叉判定图 图
,

如图 所示 在三叉判定图中
,

一个结点对应一个 门
,

其中结点变量为 门的控制变量 出枝变量 出 口变量 为 门的数

据输入 入枝变量 入 口 变量 为 门的输出 由函数的三叉判定图
,

即可较方便地作出函数

当用 门组成待实现函数的 门网络时
,

各级 网络控制变量的配置将影响网络结构的繁

简程度 如果在 门网络中所用的 门的数 目最少
,

则称此网络为最小结构 门网络
,

相应

的各级网络控制变量 的配置称为最佳配置
。

本文所讨论的 门网络化简 最小化 方法是在满

足级数最少的条件下
,

要求所用 门的数 目最少
。

这就要求按照上述方法将函数分解
,

每次所

产生的非平凡子 函数类型 二
,

简称 的数 目达最小值

对于三值 二 变量组合函数
,

其中 二 二 , ,

⋯
,

纵一 ,

珠 对于变量集合
,

取划

分 ‘
场

,

其中 二 ‘ ,

二 除 ‘ 外的所有变量 按照此划分
,

利用真值表分

割法将原函数分解
,

求得由 二 所定义的一维子函数 乳
,
。三 三 几一 一 这些一维子函数的类

型最多有 种
。

其中一维平凡子函数的类型 简称 最多有 种
,

以符号
“ 、

·

”

表示
,

如表 所示
。

同样
,

若取 场 二 众
,

勺
, 二 除 、和 几 外的所有变量

,

按照划分

巧 ,

场
,

将原函数分解
,

则得到 几一 个 由 二‘ 和 勺 所定义的二维子函数
,

其中二维平

凡子函数的类型 最多有 种
,

如表 所示
。

可以看 出
,

在函数分解中
,

若产生一个一

维平凡子函数
,

则可在 门网络的末级 输入级 网络省去一个 门 同样
,

若产生一个二维

平凡子函数
,

则可在 门网络的次末级 从输入级数第 级 网络省去一个 门 显然
,

高维

平凡子函数越多
,

对 门网络化简越有利 通过分析表
,

可得二维平凡子函数与其所包含的



为次末级网络的控制变量时 若有 个二维伪平凡子函数出现 也可在次末级网络中省去 个

门 通过分析表
,

可得

衰
恋恋坛坛 公‘‘ 劣‘‘ ‘‘

公公 劣 , 勾勾勾

炭炭句 冬 念‘二 之‘ 家匀 暇 众甸 耽

裹 续
劣劣五五 公云云 公板板

劣劣 劣 怎

工工‘劣 ‘ 劣‘劣 劣‘ 为芍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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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劣‘ 井 ‘ , ,

且劣 , , , ,

‘ 口口

首先
,

选择末级网络的控制变量 对于变量集合
,

取划分 , , , 二 二 ,

二 二 , , 二 , 二

,

仇
, ,

和 二 , 二 , 二 二 按照上述划分
,

利用真值表分割法
,

将原函

数分解后所产生的平凡子函数的类型和每种类型所含子函数的数 目 以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

非

平凡子函数的类型和每种类型所含子函数的数 目
,

以及非平凡子函数类型的数 目
,

如表 所示 由表 选 出将原函数分解产生非平凡子函数类型 的数 目达最小值的划分为
,

于是求得末级网络的控制变量为
。

二

表

, , , ,

, ,

, , , ,

, ,

, , ,

公

二

月二一、、尹一沙卜,上月一曰才,,山一

句一句

工

, , , ,

几一几一瓜



图 函数 的三叉判定图

口口口

图 函数 了的最小结构 门网络

将原函数按照划分 进行分解
,

如表 所示 由表 可见
,

各级网络控制变量的最佳配

置从输出级到输入级可取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于是由表
,

作出函数的三叉判定图
,

如图 所

示 与之相应的最小结构 门网络
,

如 图 所示

容易看出
,

上述方法可以推广到含有较多变量的三值 门组合网络的化简 并且可以按照

此法
,

编制程序
,

上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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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二

‘

不 ,

表

,产口

巨暨暨巨巳巳巨巨二
内‘

一 ,

, ,

一

沮 而
,

,

姜文彬 男
,

一 ,

界
, ,

而

年生
,

副教授
,

从事数字逻辑
、

多值逻辑和神经网络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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