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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高清晰度电视是继模拟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之后的第三代电视，数字电视是包含高清晰度电
视在内的数字视频广播系统，包括节目制作和管理，内容分发和服务，数据传送或传输，用户接收和
显示等全过程的数字化，是电视事业和产业的一场划时代革命。
　　数字电视基于现代先进信息压缩和传输理论，利用高速发展的VLSI技术，能够以高效、可靠的技
术方案和较低的实现成本，通过卫星、无线和有线信道传送大量的几近演播室质量的数字电视节目，
包括高清晰度的图像和高保真的环绕声或立体声音频，以及增值服务数据；数字电视技术还催生了多
种新媒体传送形式，如基于IP协议的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等，使宽带活动视频业务融入互
联网，实质性地推动着广播、电信和互联网业务的不断融合和相互促进。
数字电视广播及其延伸应用已成为未来10年全世界信息产业和媒体服务业的巨大增长点，也成为市场
竞争的热点领域之一。
　　继美国ATSC（1995）、欧洲DVB（1996）和日本ISDB（1999）等系列标准之后，我国是世界上第
四个制定完整的数字电视广播系统标准的国家。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八五”科技攻关，到90年代中期的“九五”重大科技产业专项，再到本世纪
初的“十五”国家数字电视研发及产业化专项，我国的数字电视研发及产业化工作已经经历了整整3
个五年计划。
2006年，期待已久的中国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标准等相关标准相继发布了，这意味着我国数字电视
广播开始全面进入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商业化时代。
　　作为一个国家培养的科技工作者，本人有幸参加并历经了这3个五年计划、长达十余年的数字电
视研发工作，对我国数字电视科技及产业化取得的每一步进展，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心里一直在想，在此数字电视技术全面推广的时刻，除了身体力行参与相关自主技术的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外，还应该做点别的什么？
　　数字电视产业化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运转过程，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甚至包括最终的用户，都需要
一定的数字电视知识或对数字电视有一定的了解。
“数字电视工程从书”的想法早在1994年我国决定开发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系统时就已经萌生，当
年HDTV总体组凭借数字电视的前辈——中国电视电声研究所乐陶总工和北京大学徐孟侠教授等翻译
的美国数字电视大联盟的。
ATSC标准草案等文件，学习和掌握了数字电视的基本技术，自主研制成功了第一代HDTV功能样机系
统。
之后，随着数字电视研发及产业化工作的深入，国家组织更多的研发力量开始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标准，数字电视接收机及中间件标准，AVS标准，机卡分离条件接收标准等
，使我国在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的各个主要环节，都逐步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创新性成果和各种技
术报告、学术论文。
但是，这些成果太专业化了，不易为社会公众和技术人员所了解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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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本书结合国内外数
字电视的发展和我国数字电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有线、地面、卫星传输），论述了数字电视系统
测量的相关技术，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系统测量方法，并介绍了最新的技术研究成果。
全书分为5篇，包括数字视音频测量基础、数字有线电视广播系统测量、数字卫星电视广播系统测量
、数字地面电视广播系统测量以及手机电视系统测量。
    本书可供从事数字电视系统研究、施工、维护和测量的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电视、通信、电子
技术应用等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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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数字视音频测量基础　　第1章　标准清晰度数宇分量视频信号测量　　传统的视频通道
测量是以视频模拟视频信号质量检验为基础，测量内容包括视频线性、非线性、杂波、介入增益、稳
定度和反射损耗等指标。
通过这些指标可以达到对模拟视频通道进行客观检验的目的，而且测量参数可以反映出被测系统图像
的主观质量，这主要是由模拟通道的特性所决定的，模拟视频通道的信号波形失真与图像损伤有着直
接的接近于线性的对应关系，图像质量的劣化是渐变的。
然而，数字视频系统的特性与模拟模拟系统的特性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系统的临界点之前，系统总能
完好地解码出视频信号波形，图像质量的劣化是突变的。
但是，视频系统的测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针对系统的特性进行测量，数字系统克服了以往模拟
系统的诸多缺点和不便，因此其测量参数和测试项目自然会与模拟系统有所不同。
本章主要结合标准清晰度数字分量视频系统的特点，介绍标准清晰度数字分量视频信号的格式检验，
标准清晰度数字分量视频系统测试以及标准清晰度数字分量视频系统运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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