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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音视频技术作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和档
次的战略性产业。
　　本书从技术和应用两大方面对信源编码技术、信道编码技术、调制技术、存储技术及网络传输技
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数字音视频技术在消费电子领域、广播电视领域、多媒体计算机领域及多媒
体通信领域的实际应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让学生掌握数字音视频技术的基本原理，了解数字音视频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学习后续课程打好基础。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结合高职高专实行“双证制”的需要，采用富有弹性
的模块化结构，对知识与能力进行有机的综合。
内容编排力求由浅人深，通俗易懂，对数字音视频领域中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应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并配以丰富的图表和图片，以利于学生形象地掌握最基本的原理和相关技术。
本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1）技术上的先进性。
本书在取材上力求反映数字音视频技术的最新动态，注意吸收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的成果，重点
讲述数字音视频领域中的核心技术和主流技术。
　　（2）知识上的完整性。
数字音视频技术课程涉及内容广泛，单独讲解某种设备和技术难免以偏概全，不利于完整了解整个系
统应有的功能。
为便于学生理解，本书对数字音视频技术的相关设备、基本概念、体系结构和相关性进行了完整描述
。
　　（3）结构上的系统性。
现实中的数字音视频领域规模庞大，技术复杂，设备种类繁多，必须科学地、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才能
发挥作用。
全书各章由典型设备、基本知识与主要技术、专业技能实训三大模块组成，充分体现“宽基础、薄理
论、强技能”的专业教学特色。
　　（4）突出了实用性。
本书结合高职高专的教学特点，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由于现代产品的集成度很高，在介绍工作原理时，不必一览无余地对其内部的每一个元器件进行分析
。
我们只须讲解主要芯片、关键部件和电路的主要功能就可以了。
　　（5）注重能力培养。
本书内容较多，涉及面宽，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在注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结合职业资格考证
的需要，精心安排技能实训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学，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实践操作的能力。
　　由于各校的实际情况不同，建议教师采用有所教有所不教和有所学有所不学的策略灵活处理各章
内容。
　　本书由解相吾、解文博编写。
第8章、第9章解文博编写，其余各章由解相吾编写，全书由解相吾统稿。
徐小英、陈炯尧、吴嘉明、关天军、陈杰辉、钟科科、杨远辉等为本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提供了大量
的帮助。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书后的参考文献仅列出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出处
实难一一指出，在此特向本书所引用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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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本书以数字音视频技术为主
线，从实际应用出发，结合典型设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字音视频技术的基本原理和相关技术。
全书共分9章，对数字音视频信源编码技术、信道编码技术、调制技术、存储技术及网络传输技术进
行了系统阐述；对数字音视频技术在消费电子领域、广播电视领域、多媒体计算机领域及多媒体通信
领域的实际应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精心设计了相关技能训练项目，是一部体系新颖、内容全面的通
用基础教材。
　　本书可作为高职院校和其他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应用电子、通信技术、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等
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供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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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数字音视频存储技术　第9章　数字音视频技术的业务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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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音信号经过高通滤波、低通滤波及加窗处理后提取基音周期的粗估值，然后在粗估值的周围进
行细搜索，找到基音周期的准确值，这样做可以减小运算量。
得到基音周期准确值后，根据此值计算各带拟合误差，判断各带是属于浊音区还是清音区，并计算出
各谐波的谱幅度值。
最后，将这些参数量化编码，传送给解码器。
解码器根据这些参数，将浊音带的各谐波采用正弦信号激励并在时域合成；清音带则采用白噪声激励
并在频域合成，再经过逆FFT变换成时域信号，最后将它们相加，形成完整的合成语音。
　　MBE声码器可以在4.8-1.2kbit／s的速率下得到较好的语音质量，而且抗干扰能力较强，噪声环境
下的语音质量不会严重恶化。
许多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使用的都是这种声码器。
　　3.4.6混合激励线性预测编码　　混合激励线性预测编码（MELP）算法对语音的模式进行两级分类
。
首先将语音分为“清”和“浊”两大类，这里的清音是指不具有周期成分的强清音，其余的均划为浊
音，用总的清／浊音判决表示。
其次，把浊音再分为浊音和抖动浊音，用非周期位表示。
在对浊音和抖动浊音的处理上，MELP算法利用了MBE算法的分带思想，在各子带上对混合比例进行
控制。
这种方法简单有效，使用的比特数也不多。
如果使用1bit对每个子带的混合比例参数进行编码，该参数也就简化为每个子带的清／浊音判决信息
。
另外，在周期脉冲信号源的合成上，MELP算法要对工.PC分析的残差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提取谐波
分量，量化后传到接收端，用于合成周期脉冲激励。
这种方法提高了激励信号与原始残差的匹配程度。
　　MELP的参数包括工,PC参数、基音周期、模式分类参数、分带混合比例、残差谐波参数和增益。
如图3-30所示，在MELP的参数分析部分，语音信号输入后要分别进行基音提取、子带分析、LPC分析
和残差谐波谱计算。
MELP算法的语音合成部分仍然采取LPC合成的形式，不同的是激励信号的合成方式和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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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音视频技术》特色：　　技术先进，反映数字音视频技术最新动态；结构系统，体现宽基
础、薄理论、强技能；突出实用，符合高职高专“双证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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