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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多媒体通信网络成为重要的专业基础知识。
通信网络包括了计算机网络、无线网络、电话网络和电视网络，多媒体通信网络是信息网络时代数字
汇聚的产物，超出了传统计算机网络的范畴。
我们处于数字信息和网络的时代，数字信息越来越多地用多媒体来承载，而多媒体是如何通过通信网
络有效地传送呢？
本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展开的。
　　多媒体通信网络是一门交叉技术，涉及多媒体和通信网络两个领域的知识。
从事多媒体技术工作的，通信网络方面知识欠缺；而从事通信网络工作的，对多媒体技术又理解不透
。
作者执教过多媒体技术、计算机通信和计算机网络课程10多年，希望能够结合两个专业领域的内容，
撰写出一本有特色的教材。
　　本书注重问题引导：多媒体及其应用给通信网络传输带来了什么问题？
然后，讨论多媒体通信网络中的协议设计问题，即根据多媒体通信网络中的问题，逐个地阐述针对这
些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和措施，由此构建本书的核心内容。
本书内容重点涉及多媒体传输的时延特性、抖动特性、差错控制、多播、带宽及其协议的设计问题。
　　书中注重阐述技术和方法的来龙去脉。
把多媒体和通信网络技术产生和发展相关的资料融入到内容中，让读者了解并感受到技术的创新和发
展过程。
多媒体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非常快，一本书不可能包含所有收集到的资料，我们注重从繁杂的内容中
精选出多媒体通信网络知识的主线，重点介绍与多媒体通信网络及其应用相关的基本概念、原理、思
路、应用和技术发展。
　　许多通信和计算机网络方面的书籍是从通信和网络的协议角度来描写多媒体通信网络技术的，通
信和网络方面的技术性强，但是多媒体特性体现得不够。
本书将平衡多媒体和通信网络方面的内容，注重描述多媒体概念及其对通信网络的影响，从而让读者
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多媒体通信网络要如此设计和实现。
　　本书的内容组织　　多媒体通信网络是一门新兴的交叉领域，技术和理论发展快，内容多而繁杂
。
我们按照网络体系结构来组织本书，采用大章方式组织，与计算机网络课程的组织方式对应，这样使
得全书的结构清晰明了，读者易于学习和掌握。
　　本书按照通信网络的层次体系结构来写，从低到高，但不拘泥于标准的7层或5层结构。
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层次结构及其功能趋于融合和交叉。
本书参考标准的OSI／RM和TCP／IP体系结构，分三大层次介绍多媒体通信网络技术：通信子网、网
络和传送协议、多媒体应用。
把网络层以下的通信网络技术作为一章来介绍。
把通信子网作为一章来集中分析各种通信子网对多媒体传输的支持，其中包括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
协议及其通信子网技术。
这个观点也与Internet网络互连的思想一致，Internet是网络的网络，是通信子网的互连。
在其之上，就是通信网络的协议，包括了网络层和传送层的多媒体传输协议，以及QoS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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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处于数字信息汇聚的网络时代，数字信息汇聚产生了多媒体，多媒体与通信网络结合产生了
交叉的技术领域——多媒体通信网络。
本书的特点是：问题引导技术，讲清楚来龙去脉，围绕通信网络协议及其技术如何有效支持连续多媒
体的传送构建全书的内容，注重概念和原理的阐述，同时力求反映多媒体通信网络技术的新发展。
　　全书分为7章。
第1章给出多媒体通信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全书的概貌；第2章从网络多媒体应用出发，得出分布多媒体
应用对通信网络的性能需求；第3章介绍各种通信子网技术如何支持多媒体通信；第4章介绍通信网络
高层协议中如何支持多媒体传送的问题，包括网络层和传送层的多媒体通信协议及其QoS机制；第5章
介绍分布多媒体应用系统及其协议；第6章介绍多媒体压缩编码原理及其传输技术；第7章是多媒体同
步的概念和模型。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教材，用于通信工程、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工程、信息系统、电气信息
和计算机类各相关学科和领域的本科高年级或研究生教学；也可供从事通信和网络工程、流媒体、视
频会议系统、IP电话、Web应用、数字媒体处理系统和技术的研究、设计和开发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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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图像（image）数据是指位图图像，由像素元素组成。
图像是物体和场景的空间表示。
可以是彩色、二值、黑白灰度图像；或可见光、波谱、红外、雷达图像等。
图像数据是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媒体形式。
　　在通信网络中传输的是数字图像。
数字图像是由像素矩阵表示的，像素代表一个量化的强度值。
如果用8比特表示一个像素值，那么它的取值范围是0～255。
　　图像的基本单元是像素。
在压缩编码时图像可以分块，如16×16像素块。
一幅图像可以在逻辑上分为子图像，如前景子图像和背景子图像。
彩色图像数据的组织可能是分平面的，如红、绿、蓝分量的像素平面，或亮度、色差分量的像素平面
。
这些就是图像的基本逻辑单元。
这些逻辑单元之间一般没有时间关系。
　　但是随着图像传感器分辨率的提高，如1000万像素的照相机已经普及了，拍摄下来的图像数据量
非常大，一幅图像在网络上传输时，可能需要几秒钟（甚至更长）的时间，用户在线观看图像时，等
待的时间长。
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渐进的图像传输机制，先传输图像的基本信息，然后逐渐把图像的细节信息传输过
去，最后在接收端获得清晰的图像。
接收端的用户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就可以尽快地看到图像的概貌，在感觉上好多了。
　　5.视频数据　　视频（video）是由图像序列（帧序列）组成的，通过录像设备摄制。
动态视频要复杂得多，在通信网络上传输存在新的问题。
　　视频除了具有空间特性（视频是连续的图像，图像具有空间特性）之外，还具有时间特性。
视频记录的事件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表现出来，这就是时间特性。
　　视频在时间上具有多层次的颗粒度（即逻辑单元），如场景、镜头单元等。
在通信网络中传输，这些逻辑单元之间具有时间关系。
对于基于时间的媒体来说，为了真实地再现就必须做到实时，而且需要考虑视频与其他媒体的复合与
同步。
例如，给一段视频配音，声音与图像必须配合得恰到好处。
复合和同步涉及采集、传输协议、媒体同步表现、数据压缩等诸多方面。
　　6.动画数据　　动画（animation）是图形绘制的图像序列，或者是计算机可解释运行的动画描述
。
动画可以转换为视频输出，成为视频信号，这样可以当做视频数据来管理。
　　动画分为二维和三维的。
输入和编辑关键帧，或定义对象的运动路径，就可以让计算机生成二维动画的中间帧（根据关键帧和
关键点插值）。
二维动画可以有立体感，是三维在二维上的投射。
三维动画景物有正面、侧面和背面。
它基于三维檩型及其光照，通过三维造型运动、纹理映射和绘制，形成三维动画。
　　动画的主要特性是其结构化的元素，如三维对象、二维对象、场景对象等，这些动画逻辑单元之
间具有一定的时间关系。
但是与视频不同的是，这些时间关系是人为可控的。
对于视频来说，其时间关系在采集时就自然确定了，在播放的时候要求保持这种时间关系，就可以正
确地再现记录的信息或事实。
而动画中的角色和场景是人工编排的，其运动是人工控制的，因此在通信网络中的同步机制与视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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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当动画录制为视频形式之后，其在通信网络上的传输要求就和视频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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