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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动电视，是逐步融合传统广播电视和新兴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业务形式。
它以广播电视系统的数字化改造为基础，增加和融合基于互联网的新技术和新应用形式，为广大用户
提供更丰富的服务内容和业务。
一、本书的编写基础2009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授牌在广州市成立“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
地”。
“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把互动数字电视系统的应用作为实施数字家庭应用示范第一阶段
的重点。
　　针对互动数字电视系统的应用示范情况，“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的技术团队把相关
的技术规范和工程实施经验进行了总结。
本书是在“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互动数字电视系统试点技术总结报告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
感谢孙玉院士和罗笑南教授对技术总结报告和本书的筹划及指导，感谢“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
基地”的郝晓、凌伯辉、陈华鸿、陈任、郝致安、高怀恩、李波、许晓伟、刘海亮、韩卫占、景志辉
、李德智、李斐、卢林发等同志，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
在上述工作基础之上，赵仲明和王召福完成了全书的编写。
　　限于作者技术水平、实践经验有限，本书的内容尚有不尽人意之处。
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在业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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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互动电视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与互动电视系统信源相关的技术原理和工程设计要
求，与互动电视系统前端相关的技术原理和系统工程设计，与互动电视系统传输相关的技术环境和工
程设计要求，以及与互动电视系统终端相关的技术规范和工程设计。
    本书主要读者对象为从事互动电视及相关产业链上的技术研究人员、相关产品开发和工程实施人员
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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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彩电市场格局动荡，一些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彩电企业由于竞争
能力弱，相继停产、转产甚至破产，被无情淘汰，而长虹、康佳、TCL、创维等一批实力雄厚、技术
先进、竞争意识强的彩电企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中国彩电市场的骨干企业。
国外品牌在国产彩电技术飞跃提升和连续的市场大战后，市场销售日渐萎缩。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有彩电企业近百家，国产品牌彩电年产量高达3500万台，从而稳居
世界首位并保持至今。
与此同时，国产彩电在质量和高新技术含量上的不断提高为开拓国内市场奠定了基础，而价格更是具
有与外国品牌竞争的优势。
1996年，国产彩电销售额首次超过进口彩电，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到1998年，国内彩电业进入成熟期，产量持续位居世界首位，电视机产量达到3513万台，其中彩电产
量2643万台，彩电产量增长到1980年的822倍。
从应用情况看，国内城镇居民家庭彩电拥有量早己经超过100％，而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彩色电视机百
户拥有量也已经达到了94％，电视机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对国内居民生活最具影响力的产品。
　　在新的世纪里，我国电视机产量稳居世界首位，电视机产品技术不断进步，以液晶为代表的平板
电视发展很快。
2007年，我国共生产彩电8807万台，其中CRT彩电产量6000万台，占总产量的比重约为68％，液晶电视
产量约为2600万台，约占总产量的30％。
2008年，我国共生产彩电9024万台，平板电视产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
平板电视出现后，家电产品和IT产品的概念趋向融合，可以接驳更多的信号源和信息源，这些应用技
术的开发将成为彩电企业产品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电视机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电视机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
据原信息产业部一项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中国就已经有3亿电视用户，当时电视机及其带动的电子元
器件等电子产品的产值约占全国电子信息产品总产值的.43％。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电视机出口下降，在相关政策引导及税收政策刺激下，2008年末实施的家电
下乡工程使我国国内农村市场得到充分挖掘。
　　1996年，第51届联大通过第51／205号决议，宣布11月21日为世界电视日，纪念联合国在1996年的
这一天召开第一次世界电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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