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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形势。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丰富了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突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顺应了人民群
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作
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教育部2006年下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了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重视内涵建设，促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整体办学水平提升，形成结构
合理、功能完善、质量优良、特色鲜明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任务要求。
　　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高等职业院校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任
职要求，参照相关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
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而实施具有工学结合特色的教材建
设是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为配合教育部实施质量工程，解决当前高职高专精品教材不足的问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与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在前三轮联合策划、组织编写“计算机、通信电子、机电及汽车类专
业”系列高职高专教材共160余种的基础上，又联合策划、组织编写了新一轮“计算机、通信、电子类
”专业系列高职高专教材共120余种。
这些教材的选题是在全国范围内近30所高职高专院校中，对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策划产生的。
教材的编写采取在教育部精品专业或示范性专业的高职高专院校中公开招标的形式，以吸收尽可能多
的优秀作者参与投标和编写。
在此基础上，召开系列教材专家编委会，评审教材编写大纲，并对中标大纲提出修改、完善意见，确
定主编、主审人选。
该系列教材以满足职业岗位需求为目标，以培养学生的应用技能为着力点，在教材的编写中结合任务
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式，力求在新颖性、实用性、可读性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体现高职高专教材
的特点。
已出版的第一轮教材共36种，2001年全部出齐，从使用情况看，比较适合高等职业院校的需要，普遍
受到各学校的欢迎，一再重印，其中《互联网实用技术与网页制作》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重
印6次，并获教育部2002年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
第二轮教材共60余种，在2004年已全部出齐，有的教材出版一年多的时间里就重印4次，反映了市场对
优秀专业教材的需求。
前两轮教材中有十几种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第三轮教材2007年8月之前全部出齐。
本轮教材预计2009年全部出齐，相信也会成为系列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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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是根据通信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对高职高专人才的培养需求而编写的。
全书共12章，由两大模块组成，其中前11的内容是有线数字电视实用技术，全面阐述了有线数字电视
涉及的基础知识、主要技术和各种应用；第12章为实训部分，用于巩固所学的知识，达到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学以致用的目的。
《有线数字电视技术》在技术的描述上使用了大量的图表、框图、工程实例等，用以形象生动地阐明
有线数字电视技术中某些晦涩难懂的概念和繁杂的数学推断，并以通俗的语言努力使读者看了就懂，
懂了能用，从而全面掌握有线数字电视技术。
《有线数字电视技术》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通信与电子类有线数字电视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教材，亦可
供广播电视台中的工程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培训班使用，还可作为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或无线电爱
好者学习有线数字电视技术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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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模拟电视的频道宽带是8MHz，一个8MHz电视频道可以传输8-10套数字电视节目（有线数字
电视的调制方式为64QAM）。
也就是说，在不增加模拟信号频道的情况下，可以开展视频点播（VOD）及其他多媒体业务。
另外，有线数字电视的节目源更为丰富，除了可以转播当地电视台开路发送的电视节目、卫星电视节
目及其他有线电视台或企事业单位的有线电视节目外，也可以转播光碟、计算机硬盘、互联网等媒介
上的娱乐、特技或解说的内容，使节目内容丰富多彩。
　　数字电视在信号源编码方面已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因此有线数字电视信号源进行国际间的交流更
为方便、快捷。
　　（2）图像质量更好，伴音更为悦耳动听。
众所周知，有线电视由于采用闭路方式传输信号，因此使图像质量大大优于开路收视无线电视信号的
图像质量。
即使用普通彩色电视机收看，有线数字电视信号的图像质量也会更好（一般会提高一级）。
　　特别是在传输高清晰度的数字电视信号后，配合高清晰度的彩色电视机，可使用户真正观看到宽
屏幕电影般的艺术效果；数字电视信号本身的技术特点，如无噪声积累，不怕干扰，无幅度失真等，
再加上闭路传输方式，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图像重影、干扰等影响图像质量的诸多因素，从而使高清晰
度的信号源能够高质量地传输到客户端。
　　数字电视信号的伴音质量本身就远远高于模拟电视，与CD音质等同。
特别是高清晰度数字电视的伴音为5.1声道，加上有线电视优越的传输条件，为用户身临其境地聆听优
美的电视伴音提供了条件。
　　（3）频道资源的利用更为充分。
频谱资源是有限的，对于无线传输的电视频段有着严格的划分。
我国的无线电视台、转播台通常采用隔频发射方式，或VHF频段覆盖范围靠近的两个电视台、转播台
的工作频道彼此之间至少要隔一个频道，UHF频段要隔六个频道。
例如，在北京地区中央电视台第⋯套节目安排在VHF频段的2频道，北京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安排
在VHF频段的6频道，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是8频道，中央电视台第三、第五套节目分别在15、33频
道，北京电视台第二、第三套节目分别在21、27频道。
除此之外，各电视台、转播台的铁塔高度和设备的发射功率、天线形式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统一规
划。
显然，在这样的工作方式下，其频率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有线电视采用闭路传输，其信号不会对空间电波形成千扰，因此，不仅可以采用邻频传输，而且可以
启用无线传输留给其他邻域的频段，即所谓的增补频段，使每个频段都可用来传输电视节目，从而使
频谱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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