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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3月，ITU-T/ISO的联合项目组JVT发布了视频编码标准H．264／AVC，由于其优越的压缩
比以及较强的网络适应能力，。
H．264／AVC获得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为了进一步扩大H．264标准的应用范围，使其适合应用于高保真视频压缩，JVT于2004．年7月增加了
重要扩展FRExt部分；为了更好地适应各种不同的网络环境和用户终端的网络业务应用，ⅣT最终
于2007年6月确定了基于H．264架构扩展的可伸缩编码SVC标准。
　　本书（第二版）正是在前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根据视频编码技术和业务发展的要求，在修订过
程中主要考虑如下：完善和优化H．264／AVC标准的基本技术的部分内容，增加H．264视频编码传
输及其在移动通信中的应用，增加H．264／AVC的新扩展部分FRExt和SVC。
　　本书（第二版）的第8章为新增加的内容，主要论述H．264视频编码传输及其在移动通信中的应
用，讨论了H．264在无线传输中的应用和它的容错技术，并以中国移动正在运营的“万花筒”业务为
例，增加了H．264应用于移动互联网的多媒体业务平台的设计以及移动无线信道中的精确码率控制算
法，这一章由马国强、王健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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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H.264视频编码标准被称为新一代视频编码标准。
《新一代视频压缩编码标准：H.264/AVC(第2版)》在介绍数字视频和视频编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系
统阐述了H.264/AVC标准的特点、编码器原理、解码器原理以及码流的句法和语义。
根据音视频编码技术和应用发展的特点，还分别论述了H.264视频编码传输在移动通信中的应用
、H.264的高保真范围扩展FRExt和H.264的可伸缩编码SVC。
　　《新一代视频压缩编码标准：H.264/AVC(第2版)》取材新颖、内容全面，重点论述了H.264视频
编码标准，还介绍了已有的若干视频编码国际标准。
《新一代视频压缩编码标准：H.264/AVC(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广播电视专业本科生教材或
教学参考书，也可供该领域的硕士生、博士生深入研究参考，还可作为视频技术、视频服务领域广大
技术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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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信息化与视频通信　　本书在讨论视频编码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些与信息化有关的问题，研
讨当前信息社会背景，然后讨论信息化与视频通信的关系。
　　1．1．1什么是信息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是物质、能量和信息。
具体而言，农业现代化的支柱是物质，工业现代化的支柱是能量，而信息化的支柱是信息。
　　广义地讲，信息就是客观世界的描述和分析，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具有广泛性和通用性，这
是信息的一个特性。
信息没有重量，没有长度，具有抽象性，但它确实存在，这是信息的另一个特性。
　　信息的第三个特性是无限性。
例如，关于物质的信息，物质具有无限的不可分性，物质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下面还有中
子、质子、电子、中微子等；关于通信网络的信息，为了增加通信容量，最初一对电话线只能通一路
电话，后来利用N-ISDN技术，可在一对电话线上同时通两路电话，以后又发展B-ISDN、ATM、IP
、MPLS，直到今天，通信网络技术仍在不断地发展，应该说，它具有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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