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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电视技术正与其他高新技术互相结合而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电视正在实现数字化，且必
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和更广泛的应用。
《电视原理与系统(第2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模拟电视的基本原理和应用，以及数字电视的原理、标
准和接收技术。
全书共8章，主要内容有：人眼的视觉特性、色度学、电视图像的传送原理、彩电制式、地面广播、
卫星广播、有线电视广播、摄像机、监视器、录像技术的发展、视频信号的传送和切换、串行传送控
制信号、系统控制、视频信号的数字化和压缩、压缩标准、数码相机、VCD、DVD、多媒体技术及其
应用、多路复用、信道编码、数字电视广播标准、数字电视的接收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非电子类专业的“电视”课程教材，也可供从事电视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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