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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数字电视传输技术、传输标准、组网技术、组网实例、传输接口等内容。
全书共分8章，第1章介绍数字电视传输及其关键技术，第2章介绍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第3章介绍数字
电视卫星传输，第4章介绍数字电视在光纤干线上的传输，第5章介绍数字电视在HFC网上的传输，第6
章介绍电话网宽带接入技术，第7章介绍数字电视其他传输方式，第8章介绍MPEG?2编解码器接口技
术。
    本书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可作为高等院校广播电视专业、多媒体通信专业、通信专业的教学用书
，也适应于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从事数字电视传输与组网的工程技术人员、广大数字电视设备生产厂
家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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