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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门理论上博大精深、应用上发展迅速而又极其广泛的“数字电视原理与应用技术”，编写
一本适合本专科学生在70个学时左右的教材，如何解决教材的“理论化”与“科普化”的矛盾问题，
是让作者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最费思量的问题。
力求使本书“基础理论清晰、实际应用具体、最新成果恰当，使本书的精品内容最大化，便于读者通
过本书的学习，真正起到学有所长”之目的是作者努力所做的工作。
数字电视的关键技术是信源编码、信道编码、调制与条件接收等内容，涉及数字电视信号的摄取、压
缩编码、复用与信道编码、调制与传输以及条件接收与显示等相关内容。
对此，全书共分8章有侧重地作了清晰地描述，且各章均以应用为主，理论结合实际，前后内容联系
紧密，数据及实例翔实充分，与数字电视一样，具有较大的信息量和实用性。
在思考题与习题的设计上，具有一定的综合和高度，且有的题目没有唯一答案，但这些发散性题目是
有最佳答案的，甚至需要同学们之间的交流，目的是希望读者以本书为“基地”，通过多种途径加深
对数字电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刻理解。
因为任何一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无此必要。
本书是安徽省精品建设课程的成果之一，是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也得到安徽省高等
学校（巢湖学院）重点建设实验室“电子电工实训中心”项目资金的资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巢湖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系全体同仁以及皖西学院和合肥师范学院等兄弟院校的帮
助和支持，得到国防工业出版社丁福志编辑的大力帮助和支持，编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编者认知水平，书中存在的欠缺及错误，还望读者在使用中给予批评指正，编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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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8章，分别论述了数字电视信号的摄取、压缩编码、复用与信道编码、调制与传输以及条件
接收与显示等内容。
数字电视的关键技术是信源编码、信道编码、调制，以及条件接收技术等内容，对此在本书工作了清
晰地描述。
各章均以应用为主，理论结合实际，数据翔实，典型实例充分，且对层次结构和重难点内容都进行了
合理的设计，便于教与学。
        本书是电子信息、广播电视、自动化、计算机及通信类专业的本专科70个学时左右的教材，也适
合对数字电视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视原理与应用技术>>

书籍目录

第1章　数字电视及数字电视信号的形成  1.1　数字电视的基本特点及其分类    1.1.1　数字电视的优越
性    1.1.2　数字电视的分类  1.2　数字摄像机    1.2.1　数字摄像机基本结构与原理    1.2.2　数字电视摄
像机的重要参数指标    1.2.3　数字处理摄像机的特点    1.2.4　几种广播级数字摄录一体机的性能  1.3　
电视信号的数字化过程    1.3.1　模拟信号的取样及其形式    1.3.2　量化原理与量化误差    1.3.3　数字化
信号的编码与非线性编辑  1.4　视频模数转换器与数模转换器    1.4.1　视频模数转换器（ADC）    1.4.2
　视频数模转换器（DAC）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第2章　视音频信号的压缩编码　2.1　压缩编码
的必要性　2.2　图像信号的压缩依据    2.2.1  图像结构中的冗余信息    2.2.2　人眼的视觉特性　2.3　预
测编码的基本原理    2.3.1　运动补偿预测编码的基本思想    2.3.2  直方图与块匹配的判决机制　2.4　常
用的块匹配快速搜索法    2.4.1　二维对数法    2.4.2　三步搜索法及其改进    2.4.3　菱形搜索法    2.4.4　
分级搜索法    2.4.5　运动补偿的应用举例　2.5　Huffman编码与算术编码    2.5.1　Huffman编码与解码   
2.5.2　算术编解码的基本原理　2.6　离散余弦变换编解码的基本原理    2.6.1　一维离散余弦变换及特
点    2.6.2　二维离散余弦变换与压缩编码    2.6.3　基于DCT的量化    2.6.4　DCT系数的熵编码    2.6.5
　DCT压缩比计算    2.6.6　DCT的反量化与反变换    2.6.7　图像的DCT及其发展　2.7　子带编码的基
本原理    2.7.1　数字信号的抽取与内插技术    2.7.2　图像信号的子带编码　2.8　音频信号的压缩编解
码    2.8.1　心理声学模型与感知音频编码    2.8.2　MPEG-2 AAC音频编解码特点    2.8.3　MPEG-2 AAC
编解码器原理结构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　附录　2D—DCT的C语言实现第3章　视音频压缩编码
标准及其特点　3.1　H.261标；准    3.1.1　H.261标准的特点与用途    3.1.2　H.261标准的图像编码特点
　3.2　JPEG标准与JPEG2000　3.3　MPEG-1、MPEG-2和MPEG-4标准的主要内容    3.3.1　MPEG-1标
准的主要内容    3.3.2　MPEG-2标准的主要内容    3.3.3　MPEG-4标准的主要内容　3.4　MPEG标准的
视频数据流结构　3.5　MPEG标准编码特点　3.6　MPEG标准的编解码原理⋯⋯第4章　数字电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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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字电视及数字电视信号的形成　　传统的模拟电视，从图像信号的产生、传输到接收
机的复原，其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在模拟体制下完成的。
其特点是采用时间轴取样，每帧图像在垂直方向取样，以幅度调制方式传送视频信号，为降低频带同
时避开人眼对图像重现的敏感频率，将一帧图像又分成奇、偶两场的隔行扫描方式，以形成光电转换
或电光转换。
由于20世纪50年代电视理论和技术的缺陷，使传统的电视存在易受干扰、色度分解力不足且容易造成
亮色串扰、行闪烁与行蠕动、清晰度低和临场感弱、时间利用率和频带利用率都不高以及不能与现代
互联网兼容等缺点。
此外，传统模拟电视的NTSC／SECAM/PAL三大制式因频道带宽、视频信号带宽及行场结构等参数差
异较大而无法兼容。
随着计算技术、图像编码技术和通信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水平的提高，至20世
纪90年代末，以美欧日为代表的数字电视软硬件技术都达到了较高的应用水准。
与此同时，它们也相继推出各具特色的数字电视标准。
所有这些，标志着模拟电视技术被推向一个更加崭新的阶段，即以数字电视为特征的第三代电视（黑
白电视和彩色电视分别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从实验室走向人们工作、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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