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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电视是继黑白电视、彩色电视之后的第三代电视，是电视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数字电视不仅能使图像更清晰，声音更悦耳，而且由于数字电视应用了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
使数字电视具有许多全新的功能，实现交互式的双向信息传输，进行节目点播、浏览Internet等全新业
务，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家电。
　　数字电视的技术与应用，使数字电视具备了多信息、高质量、交互性、多功能的新特征，促使数
字电视得到大力推广，数字电视机顶盒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展现了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因此，学习数字电视技术、研究数字电视技术、掌握数字电视技术十分迫切和必要。
随着数字电视的普及，人们对数字电视的技术及应用等方面知识了解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相关人员
都希望对数字电视的基本技术、数字机顶盒、液晶电视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等方面的知识有一个比较全
面的了解，《数字电视技术》一书正是为满足广大读者这些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以够用为原则，以实用为基础，尽量淡化数字电视所涉及的许多高深理论技术。
力图深入浅出地阐述数字电视的基本知识、系统组成、关键技术、相关业务以及数字电视的应用技术
。
从实用角度出发，重点介绍数字电视机顶盒与液晶电视的整机结构与工作原理，对当前流行的典型机
顶盒与液晶电视机进行系统分析。
本书还对机顶盒与液晶电视的各种典型故障的检修方法进行详细介绍，并列举部分检修实例供学习参
考，以满足读者与学生对实用技术的需求。
书后设计了8个实训项目，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加深对数字电视技术内容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全书在内容的取舍上，做到对理论性和专业性极强的数字电视核心技术着重于定性理解，对数字电视
的应用技术的叙述力求用最典型的实例进行分析。
　　全书共7章，分为基础篇、应用篇和实践篇。
第1章数字电视概述与第2章数字电视基本技术为基础篇，主要介绍数字电视的基本概念与特点、数字
电视的基本组成、数字电视的音／视频数据压缩编码技术、数字电视传输的信道编码技术与数字调制
技术等关键技术；第3章数字机顶盒与第4章液晶电视为应用篇，主要讲述数字电视机顶盒与高清晰液
晶电视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与电路分析等；第5章机顶盒的使用与检修和第6章液晶电视机的调试及
典型故障检修为实践篇，主要介绍机顶盒及液晶电视机的典型故障分析与检修方法，并提供部分检修
实例作参考；第7章数字电视实训，为学习本课程内容提供相应的实践训练项目。
本书各章后都配有小结与习题，以方便读者与学生掌握各章的学习要点，附录为英文缩略词与名词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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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电视技术》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数字电视的基本知识、系统组成、关键技术、相关业务以及
数字电视的应用技术，从实用角度出发，重点介绍了数字电视机顶盒与液晶电视的整机结构与工作原
理，对当前流行的典型机顶盒与液晶电视进行了系统分析。
《数字电视技术》还对机顶盒与液晶电视的各种典型故障的检修方法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列举了部分
检修实例供学习参考，以满足学生对实用技术的需求。
书后设计了8个实训项目，以达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全书共7章，分为基础篇、应用篇和实践篇。
第1章数学电视概述与第2数字电视基本技术为基础篇，主要介绍数字电视的基本概念与特点、数字电
视的基本组成、数字电视的音/视频数据压缩编码技术、数字电视传输的信道编码技术与数字调制技术
等关键技术；第3章数字机顶盒与第4章液晶电视为应用篇，主要讲述数字电视机顶盒与高清晰液晶电
视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与电路分析等；第5章机顶盒的使用与检修和第6章液晶电视机的调试及典型
故障检修为实践篇，主要介绍机顶盒及液晶电视机的典型故障分析与检修方法，并提供部分检修实例
作参考；第7章数字电视实训，为学习本课程内容提供相应的实践训练项目。
　　《数字电视技术》内容系统全面、突出实用，阐述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对理论性和专业性极强的数字电视核心技术着重于定性理解，对数字电视应用技术的叙述力求用最直
观的实例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满足一般数字电视工程技术人员的需要，特别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
开设数字电视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数字电视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或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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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DVD中，采用填充的方法则是对存储器容量的一种浪费。
这是因为可以改变存储介质的速度（加快或降低），例如在光驱中就是以物理方式来改变数据传送速
率。
　　这种方式不需要浪费存储器的容量即可改变传输通道的数据率。
当介质重放时，可调整其速度使数据缓存器的容量大约有一半填充数据，这时可不必考虑实际比特率
的大小，因为它是动态变化的。
如果解码器从缓存器中读取数据的速率增加，表示缓存器中的存储数据在减少，这时只需简单地驱动
系统提高存取速率，以恢复平衡。
不过，只有当音频和视频的编码（与解码）是来自于同一时钟时才能使用上述方法，否则将改变记录
长度。
　　6．节目流简介　　节目流是一种PES包的复用，它携带有若干个利用同一主时钟或系统时钟
（STC）而编码的基本码流。
这种码流也许就是一个视频码流以及与其相关的音频码流，也可以是多通道的音频节目（只含音频）
。
基本视频码流划分为存取单元（Au），每个存取单元都包含有描述一帧图像的压缩数据。
这些图像可以是I、P或B帧，但每帧图像都带有一个Au序号，从而保证正确的显示顺序。
一个视频Au就是一个节目码流包。
在视频中，包的大小并不固定。
例如，I图像包就比B图像包大得多。
数字音频存取单元的大小一般是相同的，若干个存取单元组成一个节目码流包。
注意不要把这里的数据包与传输流数据包相混淆，传输流数据包较小且有固定的大小。
视频和音频存取单元的边界在时间轴上一般并不重合，但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个存取单元的边
界都有自己的时间标记结构。
传输流是许多种PES包的多路复用。
在节目流中，由于音频和视频均锁定于一个公共时钟，因此可利用其时间标记，以重建时间轴。
但在传输流中，则需为解码器所接收的每个节目重建时钟，这就需要附加一个句法层，以提供PCR信
号。
　　7．传输流的工作过程　　传输流携带有许多不同的节目，每个节目都可以使用不同的压缩因子
并具有不同的比特率。
尽管总比特率是不变的，但每个节目的比特率却是可以动态改变的。
这一过程可称为统计复用。
这样，当某一个节目素材因比特率不足而难于处理时，它可以从另外一个较容易处理的节目素材中取
得一部分带宽。
在每个视频PES中，都可以有不同数量的并与其相关的音频PES和数据PES。
尽管传输流具有这种灵活性，但解码器应当能够从一个节目转换到另一个节目并能正确地选择相应的
音频和数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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