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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IPTV 技术及应用》深入浅出地介绍了IPTV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应用系统及解
决方案。
主要内容包括数字音视频编码技术及标准、数字版权管理技术、IP承载网技术、流媒体技术、IP机顶
盒技术、IPTV的业务及其实现技术和IPTV系统解决方案。
　　《IPTV 技术及应用》内容新颖，充分吸收了新理论、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反映了本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在强调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同时，注重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内容涵
盖面广，结构合理，概念清晰，通俗易懂，适合不同起点、不同层次读者的学习。
　　《IPTV 技术及应用》可供从事电信、广播电视等行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设备制造商的技术开
发人员阅读。
《IPTV 技术及应用》也可作为高等学校通信类、电子类、广播电视类、计算机类、电气信息类及相关
专业本科或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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