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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之交，《中国科普文选》——一套汇集国内科普佳作、旨在向广大青少年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的科普丛书面世。
数载耕耘，结出累累硕果，几年来，该丛书在社会上反响良好，得到了市场以及广大读者的充分肯定
，并被列为中宣部、教育部向全国推荐的图书；获中小学优秀课外读物等奖项；在财政部、文化部送
书下乡等社会科普公益活动及满足中小学图书馆科普图书装备方面均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受到了读者
的欢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层出不穷，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
顺应科技发展的大潮，满足广大青少年日益旺盛的对新知识的渴求，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反映最新科
技发展的《中国科普文选》（第二辑）的初衷。
    《中国科普文选》系“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是中国科协普及部、宣传部，中国科普
作协，中国科技新闻协会，科学普及出版社组织全国百余家科普媒体共同参与，由著名科普作家担纲
主编，汇集了数百篇优秀科普作品，按不同学科领域结集出版之作。
《中国科普文选》（第二辑）秉承了这一传统，在中国科协科普专项资助的支持下，由多家著名科普
杂志参与推荐，以及科普作家自荐，所遴选的作品涵盖自动化、通信、环境、资源、天文、气象、航
天、国防军事及青少年心理等自然科学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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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与网络结缘　信息时代的两颗明星——移动电话和因特网　走向融合——电信发展的新趋势  “　打
开信息资源共享之门的“金钥匙”——网格计算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宽带浅谈　手机电视，
明天更精彩　电视新视点　带你穿行世界的电子地图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要“变脸”　泰坦尼克
号与SOS人工智能　用意念操作电脑，行吗　电脑会威胁到人类吗？
  　心想事成的脑一机接口技术　超越数据存储的极限　用舌头看世界　你的信用卡上锁了吗　
用DNA计算机看病　电子标签改变你我的生活机器人世界　心灵手也巧　外骨骼机器人让人举重若轻
　让机器人充当战地医生　翻译机的时代行将来临　“两栖人”的梦想即将来临　神奇的机器人让你
分身有术　神奇的“智能尘埃”　测谎仪令“匹诺曹”无法遁形　神奇的模拟病人　幻想成真：科技
让人类自身更完善　世界上第一个“电子人”　现代数字技术打造虚拟面部　个性化体检时代即将来
临　6种改变未来医学的新技术　机器人王国新事多新材料新能源　左手材料：潜在的革命　聪明绝
顶的“活”材料　纳米级太阳能电池，小块头有大用途　拜植物为师，用天线捕捉阳光　风能银行　
空中飞行不耗油——太阳能飞机　大洋深处的来客　飞艇：未来“空中客货轮”　解剖细胞的神刀—
—飞秒激光　为地球动“手术”——世界麦克罗工程拾粹　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最后一种电磁波—
—T射线　向电线说再见　走进微技术时代　向月球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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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是手机电视　　简单地说，手机电视就是用手机来收看电视节目。
手机电视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化电视，为手机增加丰富的音频和视频内容。
它不仅能够提供传统的音频和视频节目，而且可以利用手机网络来实现交互的功能。
由于手机的普及率非常高，而且手机具有携带方便等特性，未来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各国的主要移
动运营商都积极致力于发展手机电视业务。
　　目前，运营商主要利用移动网络、数字地面广播和卫星网络来提供手机电视服务。
依靠现有的移动网络来提供手机电视服务，实际上是利用流媒体技术，即让人们利用手机一边下载一
边观看电视节目，只有在较高端的智能手机上安装相应的播放软件，才能正常接收电视节目。
现在，利用数字地面广播的方式来提供手机电视服务是最被看好的手机电视技术。
这种技术需要在手机终端上安装微波数字电视接收模块，可以不通过移动通信网络而直接接收数字电
视信号，从而实现数字电视和移动通信的整合。
而利用手机来接收卫星播发的电视节目信号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法，这种方式被称为数字多媒体广
播（DMB）。
这种方式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图像，而且用户能够同时接收地面无线电视广播和卫星电视广播的信号。
　　今天的手机电视　　在全世界范围内，手机电视正日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日本和韩国的运营商最先开展手机电视业务，欧美等国也有大量的手机电视用户。
手机电视业务已经逐渐成为移动通信增值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视为下一个最有潜质的业务
增长点。
　　韩国的运营商正大力推广通过卫星网络开展手机电视业务。
2003年初，韩国就利用其已有的移动通信网络推出了手机电视业务，有两家公司提供实时移动电视节
目，而另外一家公司则推出了电视节目下载服务。
韩国最具特色的是利用卫星和移动网络向公众传送视频和音频节目的数字多媒体广播业务，它所提供
的视频图像质量相当于DVD，而音质效果也能达到CD的水平。
韩国的一家公司为了推动这一业务，于2004年3月发射了专用卫星，以保证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或者
车载终端接收电视节目。
　　日本和欧洲倾向利用数字地面广播来提供手机电视服务。
从2003年开始，日本两家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就推出了各自的手机电视业务计划。
其中一家利用自己的移动网络来推动手机电视业务，而另一家则与广播电视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数字电
视手机。
日本多家广播电信企业联合宣布于2005年4月之后推出专门针对手机的数字广播电视节目。
目前，欧洲已经有多家大的移动通信公司开通了基于移动网络的手机电视业务，但其手机电视业务大
都处于初级应用阶段。
欧洲还将数字电视广播相关的技术应用于手机电视。
2005年9月，西班牙移动通信公司将在全境开展采用这种技术的手机电视的样板试验。
　　目前，美国和我国移动通信运营商推出的手机电视业务主要是依靠现有的移动网络实现的。
2003年11月，美国的一家公司推出了移动电视系统，但是画面的连贯性非常不理想。
2004年4月，美国智能视频公司利用微软影像压缩技术开发了向手机实时发送电视影像的系统，画面的
连贯性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我国推出手机电视业务比发达国家稍晚。
2004年3月底，广州移动通信公司向全球通用户提供手机电视业务的免费试用，同年5月正式推出。
2005年1月，上海移动通信公司也推出免费试用手机电视的业务，通过移动网络可以在线收看新闻、体
育、财经、生活时尚、卡通和电视剧等频道。
中国联通公司也推出了名为“视讯新干线”的手机电视业务，它依托于现有的网络，用户使用支持流
媒体的手机，安装一个流媒体播放软件就能在线收看电视。
此外，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河北移动通信公司、四川移动通信公司、浙江移动通信公司等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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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手机电视业务。
　　难题有待解决　　如今，手机电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难题，其中
网络传输速率和电池使用时间的问题更为突出。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手机电视的平均传输速率为40千比特/秒左右，而中国联通通信公司开展了手
机电视传输试验，平均传输速率约为100千比特/秒。
不管采用什么技术，播放图像帧速率最多只能达到15帧/秒。
对于实时视频信号的传输而言，视频帧必须以25～30帧/秒的固定速率出现在观众面前。
如果帧速率太低，图像像素太少，就难以达到电视实时传输的效果。
目前，运营商主要是通过现有的移动网络传输技术来播放手机电视节目，由于网络传输带宽有限，如
果使用手机电视业务的用户数量上升，网络肯定会出现问题。
　　手机电池的使用时间仍是手机电视发展的软肋。
现在的手机待机时间一般都在一星期左右。
如果收看电视节目，现在的手机电池一般只能使用两个小时。
试想一下，用户正在收看一场精彩的NBA篮球比赛，手机却突然自动关机了，这多么扫兴。
但是，到目前为止，手机厂商还不能生产出待机时间足够长的手机电池。
　　手机电视业务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电信行业，涉及了广播电视等领域，需要得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等相关部门的批准。
如何协调好电信运营商与广播电视部门之间的关系，手机电视业务如何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是
手机电视业务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尚未出台手机电视的相关政策，假如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批准通过手机接
收电视节目的业务，消费者将享受不到这项新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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