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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阐述了当前数字电视与图像通信领域的新知识、新原理与新技术。
书中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与浅显的例子，首先对模拟电视信号数字化、视音频压缩编码技术及其国际
标准、数字电视信道编码技术、数字基带传输与调制技术等基础知识及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阐述与深
入分析；然后对各种数字电视与图像通信系统及其标淮进行了介绍，分析了MPEG、H.264及AVS等压
缩编码标准、我国数字地面电视广播标准、会议电视系统、数字电视机顶盒、大屏幕平板显示技术等
内容。
对数字交互电视及媒体服务新模式，如网络电视、CMMB手机电视等也作了介绍。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由上海爱仪电子设备公司生产的ASTV-2数字电视实验系统是按本书要求开发的实验系统。
书中对实验系统进行了介绍，通过实验，可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广播电视工程、影视技术、多媒体技术、计算机
信息与应用等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教材。
由于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也可用作高职院校的相关教材。
本书还可供这一领域的科研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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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数字电视与图像通信技术的发展　　视频图像信息是自然界景象经摄像机等摄
取或投影后在某种介质上的二维或三维的表达。
照片、传真及各种图片是静止图像，而电视视频信号或电影等记录的主要是活动图像。
无论是静止图像还是活动图像，在传输或通信时均首先通过扫描将图像信息变换成一定格式的视频图
像信号，然后经图像处理、图像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及调制后发送出去，在接收端经相反的过程将图
像信息恢复出来，从而实现通信的目的。
　　从20世纪40年代黑白电视到50年代的彩色电视，模拟电视走过了四五十年漫长的道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电视信号进行模拟处理和传输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电视信号高质量、高
清晰度及多功能的要求。
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利用数字电视技术对电视信号进行处理和传输与模拟电视技术相比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从1837年莫尔斯发明电报机，1895年马可尼成功进行了无线电报实验，到1995年11月发布低数码
率视频编码的H.263建议，可视电话与会议电视已成为重要的通信手段，图像通信也得到快速发展。
　　1.1.1 模拟电视及其数字处理　　模拟电视信号是指幅度及时间均连续变化的电视信号，NTSC
、PAL、SECAM三大电视制式均是对模拟电视信号进行模拟处理和传输的体制。
为了节省传输带宽，红（R）、绿（G）、蓝（B）模拟电视信号先组成一个亮度信号和两个色差信号
，然后使色差信号对某副载波进行调制，调制后的色度信号再和亮度信号混合后变成全电视信号进行
传输。
为了能在接收端分离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可以在色差信号对副载波进行调制时将其频谱分布和亮度
信号的频谱实现频谱交错。
由于模拟梳状滤波器梳状特性较差，且亮度与色度的能量在高频谱部分不可避免地重叠在一起，以致
在接收机中亮度和色度信号不能进行完善的分离，亮度、色度之间的串扰甚为严重，这是造成图像质
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隔行扫描是三大制式的共同特点，它原本是提高清晰度、减少带宽的有效方法，但正是因为隔行
扫描引起了行间闪烁与爬行现象。
且由于帧频与场频太低，使电视图像出现了大面积闪烁，而且每帧行数太少，使行结构粗糙。
模拟电视制式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电视图像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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