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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并分析了移动数字电视发展的现状、移动数字电视的组成、移动数字电视传输标准、
移动数字电视传输中各项关键技术以及移动数字电视信源编码技术等，有助于读者对移动数字电视传
输与组网技术的全面认识和了解。
　　作者阅读了移动数字电视技术领域的大量相关资料，结合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以及多年科研工
作的经验编写了此书。
　　本书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取材新颖、观点明确、易于理解，每一章除了进行技术分析外，还列
举了各种曲线和图表，可供读者查阅参考。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移动通信专业、多媒体通信专业、广播电视专业等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也适用于
移动通信部门、电视台、广大通信设备的生产厂家和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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