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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媒体通信是计算机、通信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经成为通信的主要方式之一。
多媒体通信主要研究多媒体数据的表示、存储、恢复和传输。
    本书内容侧重于多媒体通信的关键技术，全书共分8章。
第1章介绍相关概念；第2、3章介绍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技术和相关压缩编码标准；第4、5章论述视频
通信中的编码速率控制技术和差错控制技术；第6章介绍实时多媒体业务传输协议；第7章描述多媒体
通信终端；第8章讨论多媒体同步问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多媒体通信、
图像通信、通信工程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等领域工作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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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技术：2．1 概述：音／视频编码所采用的基本技术都是相同的，但由于视
频的数据量比音频大得多，压缩起来更困难，因此在讨论中人们通常以视频为例。
音／视频编码方法的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一种分类方法是从编码后信息是否有损失出发，可以分为有损编码和无损编码。
有损编码是一种失真编码，它在压缩过程中会损失部分信息熵，即以丢失部分有用信息为代价来获得
相应的压缩效果。
无损编码也称为熵编码或信息保持编码，这种方法尽量去除图像中的冗余度，保证不丢失其中的任何
有用信息，使得解码后可以不失真地恢复原来的图像内容。
常见的熵编码有哈夫曼编码、算术编码和游程编码等。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按照压缩编码技术所依据和使用的数学理论和计算方法，可以分为统计编码、预测
编码、变换编码和量化编码等。
统计编码是基于信号统计特性的编码方法，是一种无损编码。
预测编码利用邻近像素之间的相关性，根据当前编码像素值和预测值得出预测误差，再对预测误差进
行编码。
变换编码通过适当的坐标旋转和变换，把原始数据变换到新的坐标系中，使这些数据集中在少数新坐
标上，减少各坐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使得变换后的能量集中在少数系数上。
量化编码是将具有连续幅度值的输入信号转换到只具有有限个幅度值的输出信号的过程。
还有一种分类方法是按照信源模型，可以分为基于波形编码和基于内容编码两类。
基于波形编码方法是基于率一失真理论的，在这类方法中，图像序列利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取样得到
的一组像素来表示，声音利用在时间上对波形取样的一系列样值来表示，然后采用一般信号分析方法
来消除数据中的冗余。
这类方法只是了解信源的统计特性，而不关心图像的具体内容和人类的视觉特性，所以称为第一代图
像压缩编码技术。
前面所述的熵编码、变换编码和预测编码以及结合变换编码和预测编码的混合编码都属于此类。
基于内容编码方法根据人类的视觉特性，把图像分割成许多不同对象并独立编码这些对象的运动、纹
理和形状信息，称为第二代图像压缩编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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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媒体通信》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多媒
体通信、图像通信、通信工程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等领域工作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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