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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在2000年出版的“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第一版的基础上，根据近年来技术的发展和曾经使用过
该书的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经过较大幅度的增删和修改而成。
本书与第一版一样，作者是按照下述方向努力的：首先阅读这个新技术领域中绝大多数有代表性的论
文、书籍，并根据自己的科研经验，经过消化、提炼，分门别类，使其系统化；然后用自己的语言，
尽量通俗、严谨、简繁适当地写出来。
本书选材时尽量兼顾了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两方面的需要，以及在通信、信息及相关领域中从事
研究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掌握多媒体技术的需要。
在高等院校使用本教材时，可根据本校、本系的特点，选择书中的不同章节、或不同章节中的部分内
容分别作为本科生、研究生讲课使用。
为了加深理解和拓展各章中的内容，每章之后都附有一定数量的习题和参考文献。
本书第5章由苏菲编写；第3.8节、4.2、4.3.3节和10.2、10.3节由庄伯金编写；第1、2章由孙景鳌第一版
编写。
本书取材于众多的文献，作者在此对这些推动多媒体技术发展的人们表示敬意和感谢；同时，对给本
书第一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老师和学生表示感谢。
最后，作者仅以本书缅怀北京邮电大学多媒体通信与图像识别实验室创建人、本书第一版作者之一孙
景鳌教授，由于他在实验室对多媒体方向科研的倡导和坚持，才有今天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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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紧密跟踪国际上多媒体技术发展的动向和研究成果，在分析本领域内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及书籍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经验，综合提炼出本书的大纲和内容。
全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一新领域内的主要理论与技术，包括：多媒体技术的特征、视觉特性与彩色
电视信号、数据压缩的基本技术、视频数据的压缩编码、音频数据的压缩编码、多媒体同步、多媒体
传输网络、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视频在分组网上的传输、视频在异构环境下的传输等10章。
全书在理论上力求严谨、叙述上尽量深入浅出。
　　本书选材兼顾到研究生及本科生教学两个方面的需要，同时可以作为从事通信、信息及相关行业
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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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安妮，女，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多媒体通信、生物特征识别、视频检索等。
先后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部门重点专项等重大科研项目，在国内、外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80余篇
，出版书籍4部、译著1部，其中与国外同行共同出版英文专著1部；在美国光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被国
际光电工程师学会（SPIE）收入20世纪该领域的MileSton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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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论——多媒体技术的特征1.1　概述1.2　多媒体的概念与含义1.3　多媒体产生的技术背
景1.3.1　图像压缩编码技术的成熟1.3.2　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1.3.3　大容量数字存储技术的发
展1.4　多媒体系统的基本类型及相关业务1.4.1　独立商亭式系统1.4.2　多媒体信息检索与查询1.4.3　
多媒体会议与协同工作1.4.4　多媒体即时通信1.4.5　点播电视（VOD）1.5　三网融合及相应的业
务1.5.1　网络的融合1.5.2　多重服务与业务融合习题一参考文献第2章　视觉特性和彩色电视信号2.1　
人的视觉特性2.1.1图像对比度与视觉的对比度灵敏度特性2.1.2　空间频率与视觉的空间频率响应2.1.3
　视觉的时间域响应2.1.4　彩色的计量和彩色视觉2.2　彩色电视信号2.2.1　扫描——空间频率到时间
频率的转换2.2.2　隔行扫描与逐行扫描2.2.3　电视信号的带宽2.2.4　彩色空间的处理2.2.5　全彩色电
视信号2.3　彩色电视信号的数字化2.3.1　分量电视信号的数字化2.3.2　复合电视信号的数字化习题二
参考文献第3章　数据压缩的基本技术3.1　概述3.2　数据压缩的理论依据3.2.1　离散信源的信息
熵3.2.2信源的概率分布与熵的关系3.2.3信源的相关性与序列熵的关系3.3　信息率一失真理论3.3.1　通
信系统的一般模型3.3.2　信息率一失真函数3.3.3　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3.4　取样频率的转换3.4.1　下
取样3.4.2　上取样3.4.3　分数比率转换3.5　预测编码3.5.1　差分脉冲编码调制（DPCM）3.5.2　序列
图像中运动矢量的估值3.5.3　具有运动补偿的帧间预测3.6　正交变换编码3.6.1　最佳线性正交变
换3.6.2　离散余弦变换3.7　子带编码3.7.1　子带编码的工作原理3.7.2　正交镜像滤波器组3.7.3　时域
混叠消除3.8　小波变换编码3.8.1　多尺度分析3.8.2　二进小波变换3.8.3　变换系数的排序和编码3.9　
量化3.9.1　均匀量化器3.9.2　最小均方误差量化器3.9.3　最小熵量化器3.9.4　自适应量化3.9.5　DPCM
预测误差的量化3.9.6　DCT系数的量化3.8.7　子带信号的量化3.10　熵编码3.10.1　熵编码的基本概念
⋯⋯第4章　视频数据的压缩编码第5章　音频数据的压缩编码第6章　多媒体同步第7章　多媒体传输
网络第8章　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第9章　视频数据的分组传输第10章　视频在异构环境中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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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论——多媒体技术的特征1.1 概述在技术发展史上，计算机、通信和广播电视一直是
三个互相独立的技术领域，各自有着互不相同的技术特征和服务范围。
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三个原本各自独立的领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
一门崭新的技术——多媒体。
多媒体技术的最初体现是配之以声卡、视卡的多媒体计算机。
它一出现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在家庭教育和娱乐方面得以广泛的应用，并且由此而激发了小型激光视
盘（VCD和DVD）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电视（HDTV）的迅速发展。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加速了这三个领域的融合，使多媒体通信成为通信技术今
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有许多技术，从它们开始出现时就给人以清楚明了的概念。
例如电话技术，从最初用两根电线把两部简陋的电话机连接起来实现远距离通话时起，它就被称为电
话技术；后来经历了人工交换、步进制交换、程控交换，以至于发展到数字式移动电话，仍然是电话
技术。
多媒体技术所遇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使人们不容易清楚地建立起“什么是多媒体”的概念的因素很多。
首先，通信、计算机与彩色电视本来都是技术面宽而复杂的技术，由它们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多媒体
技术，其技术覆盖面自然就更宽，技术的交叉更为复杂。
这就使得多媒体不能像其他诸如电话、电影、电视、汽车、马车等事物那样一目了然。
另外，为了经济上或商业上的利益，某些商家把本来不属于多媒体的技术说成是多媒体技术，人为地
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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