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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并分析了数字电视测量原理、数字电视测量的主要参数、数字电视测量方法、测量仪
器的使用及典型的测量实例等内容。
数字电视测量与数字电视原理、数字电视传输与组网一起，构成数字广播电视工程的关键技术。
　　    本书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取材新颖、观点明确、易于理解。
每一章节除了进行原理分析外，还列举了各种曲线、图表和典型测试实例，供读者查阅参考。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广播电视专业、多媒体通信专业、宽带移动视频通信等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也适
用于电视台、广大电视设备的生产厂家和有关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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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数字电视模拟域测试　　2.6 插入测试行信号测量　　通过前几节介绍的各种测量，我们可
以判断出视频通道中的一些基本特性，也可以根据国标中的一些标准来调制改进通道的特性，但这些
测量都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视频通道中传送的是一些测试信号，而不是实际的电视信号，也就是说
，所有这些测量都是在停播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给实际工作带来不便，而电视图像信号在长时间传输中，其通道特性难免会有些变化，必须加以监
测，以便及时调整。
　　在电视信号传输中，利用场消隐期中场同步后面的一些空行，来传输一些典型的测试信号，这些
信号称为插入测试行信号ITS（Insertion Test Signal）。
　　插入测试行信号位于场消隐期，因此不会在电视屏幕上显示，也就不影响电视的正常广播。
在视频通道中各个检测点上取出这些信号并加以测量，以完成监测功能。
　　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规定，625行电视标准中，17、18、330、331行作为插入测试行，
供国际传播、交换节目，22行不插入任何信号，称为静噪行，供噪声测试用。
我国根据国家情况也规定，19、20和332、333行作为插入测试行，在这4行中插入两种测试信号，奇偶
场的相应行均为同一种信号，335行作为备用行。
　　由于插入测试信号安排的行数有限，故需紧凑的安排必需的各种测试信号。
在安排中还：要考虑到尽可能的减小对电视图像的影响，例如高亮度的白电平区域的持续时间要尽可
能的短些，且尽量处于一行的起点和终点；插测信号中传送的色度副载波分量必须与色同步锁定，且
色度副载波分量的相位也应选择低亮度色，我国规定为蓝紫色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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