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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介绍数字电视技术的通用基础教材。
本书注重基本概念的阐述，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字电视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功能。

全书共9章，内容包括数字电视概述、信源编码、多路复用、信道编码、调制技术、数字电视标准、
数字电视的条件接收、多媒体技术和交互式电视．数字电视的接收等。
每章后均配有思考题和习题。
为了便于没有接触过电视知识的读者学习本书，本书特将模拟电视基础知识列于附录A中。
附录B为缩略词与名词索引。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类专业的“数字电视”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数字电视及通信、多媒体、
电子工程类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需要者可从出版社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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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数字电视技术（第2版）》由赵坚勇编著。
鉴于我国的地面广播电视标准已于2006年8月正式发布，2007年8月开始执行，故第二版教材中有关这
方面的内容作了改动，地面广播电视标准涉及的LDPC编码的内容也作了增加。
　　第一版教材中关于电视接收机的内容略显薄弱，所以第二版教材在第9章加强了对数字电视接收
机的阐述，对均衡、定时恢复、载波恢复等概念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在附录A中也增加了对模拟电
视接收机新技术的阐述。
　　第二版教材中增加了对国际新标准VC-1、DVB-C2、DVB-T2、DVB-H和Media FLO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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