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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面数字电视国家标准GB20600-2006的颁布之后，数字移动电视（手机电视）标准的制定成
为焦点。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消费电子市场的推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在数字电视领域得到了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
《数字移动电视广播原理与DSP实现》首先介绍了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数字移动电视标准，着重分析了
在射频前端结构和基带信号处理两方面降低系统功耗的技术。
接着在简要介绍典型数字移动电视广播基带信号处理算法的基础上，以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ADI公
司的Blackfin系列DSP为代表，讨论了数字移动电视广播中交织、信道编码、多载波调制、同步、信道
估计与均衡等算法的设计和DSP实现，同时给出了相关算法的实现程序。
　　《数字移动电视广播原理与DSP实现》面向通信广播和电子技术等领域的广大科研和工程技术人
员，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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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字移动电视广播　　本章简要介绍了数字电视广播发展的特点，分析了移动数字电视
广播兴起的原因，继而着重分析了国际上主流的移动数字电视广播标准，最后对移动数字电视广播中
的低功耗技术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1.1　数字电视　　数字电视，是指从电视节目录制、播出、发射和接收全部采用数字编码和数字
传输技术的新一代电视。
在经历了机械电视时代、黑白电子电视和彩色电视时代以后，电视正向着数字化和高清晰度方向前进
，模拟电视在全世界范围内正逐渐隐退。
欧洲将于2012年全部停止模拟电视广播，我国在2001年也制定了广播电视数字化进程表，明确了2015
年电视广播全面实现数字化。
　　1.1.1　数字电视的特点　　数字电视采用数字技术将活动图像和声音等信号加以处理、压缩、编
码，经过存储或者实时广播后，供用户接收。
数字电视相对模拟电视在节目制作、节目存储、信号处理、传输和播出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
图像和声音质量两方面都有重大改进。
具体地说，数字电视相对模拟电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清晰度高，音频效果好。
由于数字电视全过程采用数字信号，不受节目编辑、传输、转播和接收的影响，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
节目就可以达到DVD的质量，而高清晰度数字电视节目的清晰度是目前模拟电视节目的4倍以上，有
如34mm电影般清晰。
　　二是频谱利用率高。
同样的带宽资源，能传送更多的电视节目，比如原来的PAL制式模拟电视频道可以播放4～8套标准清
晰度数字电视节目；对于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这意味着以前分配给模拟电视的带宽，可以节约一部分
出来供其他无线传输系统使用。
　　三是抗干扰能力强。
随着信号的传输，数字处理能消除累积的噪声和其他干扰对有用信号的影响，使得抗干扰能力大大提
高，从而解决了模拟电视中的闪烁、重影和亮色互串等问题；并且，数字电视可以支持城市复杂电波
传播环境下的高质量移动接收。
　　四是信息化程度高，在可提供的节目类型上，它可以提供更多的业务类型和节目附加信息；便于
开展各种综合业务和交互业务，便于与因特网进行信息交互，有利于构建“三网合一”的信息基础设
施。
　　五是保密性好。
数字电视支持条件接收，更有利于控制信息的传播以及方便运营商进行商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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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消费电子市场的推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在数字电视领域得到
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数字移动电视广播原理与DSP实现》首先介绍了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数字移动电视标准，着重分析了
在射频前端结构和基带信号处理两方面降低系统功耗的技术。
接着在简要介绍典型数字移动电视广播基带信号处理算法的基础上，以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ADI公
司的Blackfin系列DSP为代表，讨论了数字移动电视广播中交织、信道编编码、多载波调制、同步、信
道估计与均衡等算法的设计和DSP实现，同时给出了许多算法的实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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