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CATV安装与调试实训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CATV安装与调试实训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563519453

10位ISBN编号：7563519459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大会

页数：2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CATV安装与调试实训教程>>

前言

　　《CATV安装与调试实训教程》教材第1版于2006年6月出版，已经经过两次印刷，发行量达6000册
，同时教材在2007年9月还荣获了中国电子教育学会首届高等职业教育优秀教材三等奖，这说明本书得
到广大读者和教师的认可和关怀。
作者借本书再版机会，向广大读者和教师表示衷心的谢意。
　　进入21世纪的有线电视网络正经历着又一次的重大变革，其传输体制正由模拟向数字体制过渡，
传输方式正由单向广播向双向交互式转变，网络业务正由基本业务向扩展业务、增值业务拓展。
国家已把有线电视网、计算机网和中国电信网一起组成“高速信息公路”，有线电视网将成为宽带综
合业务信息网。
但是，在若干年内学习模拟CATV网络的物理原理、物理结构、技术关键和工程安装知识仍是电子与
通信专业必须掌握的知识和需要，而且这是学好有线数字电视网的基础。
因此，根据当前CATV网络技术发展状况，市场的需求，特别是高职高职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需要，
作者利用本书再版机会，拟对《CATV安装与调试实训教程》一书在保留原教材特色同时，对教材部
分内容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增补。
　　与2006年6月第1版相比，再版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版的每章章前增加了本章内容、本章重点、本章难点，这样做的目的有利于广大读者和
教师更快、更确切地了解每章重点、难点和主要内容。
　　（2）21世纪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
由于有线数字电视双向传输技术在数字电视组网技术中十分重要，因此，对《CATV安装与调试实训
教程》教材的第9章现代HFC网络技术内容作了适当补充和重写。
　　（3）为了坚持本书理论够用，突出实用原则，对《CATV安装与调试实训教程》第2章的常用设
备、器件、器材等内容也做了部分改写。
　　（4）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对实训内容部分做了更合理的调整、更新和补充。
　　再版的修订得到了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和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通信学院的关心与支持，在此向
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与第1版相比，再版的质量有一定提高，但书中难免还有缺点和错误，编者真诚欢迎广读者和教
师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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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高职高专及成人教育的信息通信类相关专业的实训教材。
教材内容分两大模块，理论部分和实训部分，各章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
在编写上，对于理论知识的阐述力求深入浅出，简单明了，定性多，定量分析少，便于学生理解掌
握CATV的技术基础。
对于技能培养方面，通过实训部分的实验，可使学生掌握CATV技术的基本技能、操作方法，能
对CATV系统中的各个部件、器件进行检测、连接与调试，并能对常见的故障进行判断、分析和处理
。
对HFC网能有一个全面的掌握，进而为学习宽带HFC接入网打下基础。
    本书还可供从事广播电视等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培训和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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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要考虑它的工作频率范围是否合乎要求。
例如用来放大2频道信号的频道放大器其工作频率范围应是56.5～64.5MHz；在550MHz系统中的干线放
大器，其工作频率范围为45～550MHz；等等。
选择放大器，要考虑其输出电平，最大输出电平越大越好；还要考虑它的增益，即输出信号是输入信
号的倍数（或用分贝数来表示）。
至于噪声系数，应该越小越好；反射损耗越大越好。
特别是非线性失真指标，例如交调指标、互调指标、复合三次差拍指标等，都应越大越好，即失真越
小越好。
对于干线放大器，应要求它具有自动增益控制（AGC）、自动斜率控制（ASC）等功能。
当然也需要考虑其屏蔽性能、防水、防潮、防晒等特性，还要注意所使用的电源电压、电流限制、馈
电方式等。
　　放大器的分类方法很多，下面按照它的用途来分别进行叙述。
　　2.4.1天线放大器　　天线放大器的作用是放大从天线上收到的、小于60dBttV的微弱电视信号，使
进入前端设备的载噪比得到提高。
它又可以分为宽带放大器和单频道放大器两种。
宽带放大器主要用于放大UHF频段的信号，或应用在远离所有发射台的边远地区。
对宽带放大器的基本要求是，在与天线工作频带相同的频带范围内具有平坦的放大特性。
　　单频道放大器又称为选频放大器，其基本结构是在宽带放大器输入端加滤波电路。
由于它只对某一特定频道的信号进行放大，因此能够有效地抑制邻频干扰。
但选频回路的引入会带来插入损耗，使噪声系数增加，故单频道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比宽带放大器要大
。
　　由于第一级的噪声系数对整个系统的噪声起决定性的作用，故对天线放大器的最主要要求是噪声
系数要低，至少在5dB以下。
还要求天线放大器中使用的晶体管具有增益高、线性好的特点，以避免本地强信号对弱信号的交扰调
制。
因为天线放大器在露天工作，对防水性、抗恶劣气候能力的要求也较高，还应采用遥远供电方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CATV安装与调试实训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