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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
教材，并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作者系统全面地分析了多媒体技术出现以来，世界各国发表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和研究成果，综合成
多媒体技术的特征、视觉特性和彩色电视信号、数据压缩的基本技术、恒定速率多媒体信息的编码、
多媒体同步、多媒体传输网络、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视频数据的分组传输、多媒体数据库等九章
。
    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已有的有关多媒体技术书籍中，在内容上论述最全面，与教学、科研、生产
结合得最紧密的书。
作者在写作时力求思维逻辑严密，叙述深入浅出，有的章甚至反复修改过8稿。
    本书的取材与写作意向，除了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计算机通信等专业有关“多媒体通信”课程
教材以外，同时也兼顾了工作在电视台、通信企业或业务相关的研究单位以及公司中从事市场定位、
研究开发等方面的已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提高业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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