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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初，以叶培大院士为首的专家组，在对国内外通信、广播领域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
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尽快大力开展通信和数字电视研究的建议，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
度赞许。
1991年，科技部在863框架下，建立了一个“通信专项”；1994年设立了一个“高清晰度电视开发小组
”；1999年，又由国家计委牵头，成立了由经贸委、科技部、信产部、广电总局和质检局组成的“国
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推动数字电视标准制定工作。
1999年国庆50周年期间，中央电视台采用有关单位研发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进行高清数字电视
试播，开启了我国数字电视广播的先河。
2001年3月，信产部和广电总局联合，将清华大学研制的、采用TDS-OFDM新体制的、具有系统结构
创新的DMB-T系统，以信息文稿《中国地面数字多媒体电视广播的发展》向国际电联ITU通报，得
到ITU-RSG6组及其工作组的热烈响应，为争取我国数字电视标准走出国门迈开了第一步。
2002年以后，为了制定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标准，“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
对参选的几种地面数字电视系统的性能及专利与知识产权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其后，基于融合各种
系统优点的考虑，决定在TDS-OFDM体制基础上，以软件配置方法，选用不同的子载波数，解决了所
谓“单、多载波问题”，制定了我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的强制性标准GB20600－2006《数字电视
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标准》，于2006年8月18日由国务院批准、颁布。
　　国标公布后，香港特区率先于2007年12月31日成功地采用国标DTMB系统实现高清、标清数字电
视商业播出，澳门特区也采用类似工作模式进行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我国6个奥运城市和广州、深圳等共8个城市也采用国标进行高清、标清数字电
视广播。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规划，我国将于2015年停止模拟电视广播，实现由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过渡。
　　近10年来，杨知行教授及其科研团队专心致志，从事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研发工作，为DTMB
国标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本书可以认为是他们多年来从事数字电视研究工作的技术总结。
全书扼要介绍了3种国际地面数字电视广播标准和我国的DTMB标准，详细阐述了系统各主要部件（包
括信道特征、信道编码、体制方式、同步、信道估计与均衡等）的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和解决办法，
这将是相关学科研究生一本很好的的参考书，对从事数字电视研发、运营的技术人员也有很好的参考
价值。
但愿这本书的出版，对推动我国电视事业数字化进程也能有所帮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技术与系统>>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为背景，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系统
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
全书共11章，内容包括数字电视基本概念、地面传输信道的特性、编码和调制、接收机同步、信道估
计和均衡、国外标准的简介、中国标准的诠释、收发系统和网络规划等。
　　本书可供从事地面数字电视产品研发的工程师和工程应用的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大专院校通
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教材或研究生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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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地面数字电视传输系统的基本概念　　1.1　电视技术的发展历程　　电视一词首次出现
于1900年的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world Fairs)上。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通过无线电波将声音、形体等因素合成的活动图像传送到千家万户的技术——
电视。
　　1928年美国纽约州斯勘尼克塔狄(Schenectady)的一家电台进行了第1次电视广播，1936年英国广播
公司在伦敦建立了世界第1个正规的电视播放机构——电视台，开始了电视的初创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视进入了第1代——黑白电视时代。
这个时期的电视不仅规范了拍摄、编辑、制作、播出、传输、接收、组网等电视信号制作和广播的全
过程，而且开始重视电视内容的艺术性。
这一时期播放的电视作品，有的受舞台剧影响，有的出于迎合观众心理，商业化色彩较为浓厚。
但由于黑白电视不能反映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人们迫切期待看新的电视技术的出现。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第2代电视——彩色电视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事实上，对彩色电视机的研究从黑白电视时期就开始了。
1928年，英国人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1888—1946)提出并演示了第1个彩电电视方案；1940年，美国
的戈德马克(Peter Carl Goldmark，1906一1977)发明了一种逐场顺序传送的彩色电视方式，称为场顺序
制，并于1946年开始实验播出。
它占用12MHz带宽，但不能与黑白电视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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