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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8年提出视频数字化概念至今，视频数据压缩编码技术已经历了整整60年的发展。
在这60年里，视频数据压缩编码方法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目前，电视正迅速地走向“数字时代”，数字电视的飞速发展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
世界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从模拟向数字的过渡已全面展开，我国也在大力推广数字电视技术应用，从
部分（单机设备）数字化向全系统（节目制作、信号传输、发射和接收）数字化方向发展。
DVD、数字电视接收机、数字摄像机、数字录像机、数字点播电视（VOD）、数字交互电视（ITV）
、网络电视（IPTV）、移动车载数字电视、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等数字电视设备层出不穷，日新月异
，逐步成为整个电子行业潮流的主导。
　　另外，从移动通信的发展来看，我国从1987年开始提供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到2007年底持有移动
手机的用户已超过5亿，从而成为世界上移动通信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随着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实现，移动通信将进入宽带、多业务共存时代，除了传统的通话以外，借
助于数字电视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有机结合，还将实现移动手机电视、电视电话、高速数据下载等
信息传输，大大改善人类社会活动的质量。
移运通信正朝着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与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方式的通信”的目标前进
。
　　本书是作者从事20多年数字电视原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成果结晶。
为进一步配合“数字电视原理”课程的教学，帮助从事数字电视的工程技术人员更深入地了解数字电
视技术中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数字电视新标准中的各项关键技术，以便扩大推广数字电视技术应
用，作者通过对数字电视技术大量相关资料的阅读、消化、理解，浓缩、综合数字电视各个国际标准
中的技术，并结合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以及多年科研的亲身体会编写了此书.本书每一章除了进行原
理和技术分析外，还引用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成果和参考文献，可供读者查阅参考。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数字电视的基本概念、视频信号的数字化、图像数据压缩编码、视频压缩编码
标准、数字电视传输、数字电视调制和解调及数字音响技术等内容。
它有助于读者对数字电视原理的全面认识和了解。
考虑到在数字电视中仍应用到一些模拟视频和彩色原理知识，特将其浓缩成数字电视中的模拟域技术
进行讲述，因此，可以不另开“模拟电视”课程。
建议按64学时讲授本教材。
本书配有相应的习题及解答指导书——《数字电视原理习题及解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余兆明、王明伟、张丽媛编著）。
　　本书也是在《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电视》（1997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余兆明编著）（曾被评
为江苏省高校一类优秀课程教材）、《数字电视原理》（2003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余兆明、余智
编著）和《数字电视原理习题及解答》（2004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余兆明、孙海安、徐栋梁编著
）三本书的基础上，经过全面修改、编排、整理和补充而编写成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电视原理>>

内容概要

　　《数字电视原理》是作者从事20多年数字电视原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成果结晶。
全书共8章，内容包括数字电视中的模拟域技术、数字电视的基本概念、视频信号的数字化、图像数
据压缩编码、视频压缩编码标准、数字电视传输、数字电视调制和解调及数字音频技术。
　　《数字电视原理》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取材新颖、观点明确、易于理解，可作为高等院校广播
电视专业、多媒体通信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通信部门、电视台、广大通信设备的生产厂家及公
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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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字电视中的模拟域技术　　电视技术已经历了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数字电视三个发
展阶段，前两者为采用模拟技术的电视。
在我国，目前正处在数字电视的普及过渡阶段，但仍有模拟技术应用于数字电视系统中，如彩色电视
三基色原理、三大彩色电视制式、彩色显示技术等，甚至还有少许摄像设备也采用模拟技术。
在此，我们把它们归结为数字电视中的模拟域技术，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1　三基色原理　　自然界的景物万紫千红、五彩缤纷，利用彩色电视能生动地、逼真地传送和
显示这些景物图像。
由物理学可知，日光（白色光）可通过分光棱镜分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等颜色的光。
既然白色光可分成不同颜色的光，反过来，也可以用几种不同颜色的光通过不同比例合成白色光.通过
研究可知，只需三种颜色的光以不同比例就可以合成白色光。
这三种颜色为红、绿、蓝，称为三基色。
三基色除了能合成白色外，还可以不同比例合成万紫千红的其它颜色。
这称之为三基色原理。
　　彩色电视中采用三基色光按不同比例相加而获得不同彩色的方法，称为相加混色法。
例如：　　红色光+绿色光＝黄色光　　蓝色光+红色光＝品红色光（或称紫色光）　　绿色光+蓝色
光＝青色光　　红、绿、蓝三色光按一定比例相加＝白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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