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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第1版的内容于2003年6月定稿，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由于数字电视技术发展迅速，新的应用系统和标准不断涌现，作者根据最近几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
对第1版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教学要求。
　　第2版教材在继承第1版教材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保留了第1版教材中的大部分内容，删除
了第l版教材中的第10章“交互电视与视频点播”和第11章“数据广播”的部分内容，增补了不少新的
内容，如在第2版的第5章“信源编码标准”中增补了H．264、Avs等新的标准，在第8章“数字电视传
输标准”中增补了DVB-S2、DVB-H以及中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在第9章“数字电视机顶盒
与条件接收系统”中增补了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条件接收系统方案，在第10章“显示设备及接口”中
增补了FED、SED、OLED等新型显示器以及DVI、HDMI、DisplayPort接口等内容。
另外，第2版教材删除了第1版中的附录A和附录B，增加了第6章“数字电视中的码流复用及业务信息
”，增加了第7章“信道编码及调制技术”，重点介绍了我国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中使用的相关技
术。
　　此外，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作了适当的调整，使得层次结构更加分明。
　　作者有意使本教材覆盖数字电视系统的关键技术，努力选取相对比较新和实用的技术，力图对数
字电视原理的解释清楚和准确，做到覆盖面广，体现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注重理论与实
际应用相结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因此，本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广播电视、电子信息、通信和计算机类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供相关专
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每章都附有习题，以指导读者加深对本书主要内容的理解。
　　本教材共10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数字电视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体系完整，结构台理，各章内
容既相互独立，又兼顾其内在关联及系统性。
在对不同专业或不同层次的教学进行安排时，教师可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专业方向等情况，有
针对性地选择其中的部分内容。
对于不作为重点的教学内容，如果学生感兴趣，也可以自学。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参考和引用了一些本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著作和论文具体出处见
参考文献。
在此，作者向这些文献的著作者表示敬意和感谢!此外，本教材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和2007年江苏省高等学校立项建设精品教材，得到了江苏省教育厅和南京邮电大学的立项资助
，作者在此向南京邮电大学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之数字电视系统涉及面
广，相关技术发展迅速，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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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数字电视的基础理论、系统组成、关键技术。
全书共10章，主要介绍了彩色电视基础知识、数字电视信号的产生、数字音／视频压缩编码的基本原
理及相关标准、数字电视中的码流复用及业务信息、信道编码及调制技术、数字电视传输标准、数字
电视机顶盒与条件接收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以及各种显示器和接口的工作原理、发展现状。
每章都附有习题，以指导读者加深对本书主要内容的理解。
　　本书注重选材，内容丰富，层次分明。
在加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同时，着重讲述了最新的技术成果，反映了本学科的发展前沿和趋势。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广播电视、电子信息和通信类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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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数字电视概论　　本章将介绍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电视的概念，数字电视的优点，数字电
视系统的组成、关键技术以及相关的标准，国内、外数字电视的发展状况。
　　本章学习目标：　　·正确理解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电视的概念。
　　·了解数字电视的优点。
　　·掌握数字电视系统的组成及关键技术。
　　·了解数字电视的相关标准及国内、外发展状况。
　　2.1　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电视的概念　　数字电视（Digital Television，DTV）是数字电视系统的
简称，是指采用数字技术将音频、视频和数据等信号进行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和调制等处理，经存储
或实时广播后，供用户接收、播放的电视系统。
数字电视系统的电视信号从节目摄制、编辑、播出、发射到接收的整个过程都以数字信号的形式进行
处理，包括数字摄像、数字制作、数字编码、数字调制和数字接收等，达到了高质量传送电视信号的
目的。
不仅如此，数字电视还具有丰富的信息业务广播功能，具有可交互性。
数字电视广播的最大特点是电视信号是以数字形式进行广播的，其制式与模拟电视广播制式有着本质
的不同。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上常见的“数码电视机”是在原有模拟电视机的个别环节中使用了
一些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用来提高和改善模拟彩色电视机的图像和声音质量，增加如多视窗、画中画
、画外画等一些功能，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视机”，本质上仍然是模拟电视接收机。
它既不能接收数字电视信号，也不能按数字电视显示格式显示图像，画面清晰度无法与数字电视相比
。
相反，真正的数字电视则可以接收全数字电视信号，能够充分发挥数字电视的优越性。
目前在我国，除图像和声音信号源、投影器件和显示器件（屏），以及放音装置尚存在模拟工作方式
外，数字电视系统的其他部分均已实现数字化。
　　高清晰度电视（HDTV）是一种电视业务，原CCIR（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现改名为ITU-R）
给高清晰度电视下的定义是：“高清晰度电视是一个透明的系统，一个视力正常的观众在观看距离为
显示屏高度的3倍处所看到的图像的清晰程度，与观看原始景物或表演的感觉相同”。
图像质量的视觉效果可达到或接近35mm宽银幕电影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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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广播电视、电子信息和通信类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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