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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版前言　　时隔四年，本书第三版出版了。
在这一版中，根据技术的发展，删去了一些过时的内容，补充了一些新概念和新技术，并增加了少量
习题。
此外在选材和叙述上，力求更为简明和精练，以突出重点内容。
　　与本书第二版相比，第三版的主要改动如下：　　由于多媒体应用，特别是视频应用的迅速发展
和普及，在第1章中删去了对多媒体早期业务的叙述。
　　由于模拟电视正在被数字电视逐步取代，在第2章中删去了复合电视信号的数字化一节。
　　第3章的改动主要在对小波变换讲述的精练和静止图像变换系数量化的删节。
　　第4章针对基于帧和基于对象的编码方法分别增加了码流结构一节，使内容更加完整，并在压缩
编码的国际标准中补充了对正在制定的HEVC标准的简介。
同时，将压缩算法的性能评价一节从第3章移至第4章，加入了对视频压缩率失真性能的定量评价方法
。
　　在第6章中删去了多媒体同步的4层参考模型一节。
　　第7章的改动比较大，删去了有关物理层和链路层的技术，仅保留了重要网络的基本工作原理和
性能（包括QoS机制）。
同时，引入了用户体验质量（QoE）的概念，并将无线局域网、移动网和WiMAX合并到一节，因为这
三种网络正在向融合的方向发展。
　　在第8章中删去了一些使用不多的传输层协议以及有关ATM网的视听业务标准，因为ATM技术将
不会在终端上应用。
此外，流媒体文件一节中改用使用更为广泛的MP4作为例子进行讲解；删去了流式应用系统的关键技
术一节，因为相关内容已包含在其他章节中。
更为重要的是，本章最后增加了两节：P2P流式应用系统和2011年底MPEG制定标准的动态自适
应HTTP流式应用系统（DASH），这是两种正在和将会成为主流的流媒体技术。
　　第9章删去了服务质量的保障和循环冗余码两节，因为它们主要涉及传输层以下的技术；同时，
补充了无线网络中的拥塞控制一节。
　　第10章删除了视频信号模型一节。
　　最后，向给本书第二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老师和学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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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第3版）》作者紧密跟踪国
际上多媒体技术发展的动向和研究成果，在分析本领域内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及书籍的基础上，结
合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经验，综合提炼出本书的大纲和内容。
全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一新领域内的主要理论与技术，包括：多媒体技术的特征、视觉特性与彩色
电视信号、数据压缩的基本技术、视频数据的压缩编码、音频数据的压缩编码、多媒体同步、多媒体
传输网络、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视频在分组网上的传输、视频在异构环境下的传输等10章。
全书在理论上力求严谨、叙述上尽量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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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ATM原理 ATM采用固定长度的数据包，称为信元。
虽然选用长度固定的信元，在有些情况下（如传送几个字节的短消息时）会因信元填充不满而有所浪
费，但信元长度固定有利于快速交换的实现，以及纠错编码的实施。
另一方面，长度大的包由于附加信息（包头）占的比例小而效率较高，但是在节点逐级存储一转发的
过程中，整个包必须完全被接收下来之后才能转发，从而导致延迟增长。
此外，长度大的包如果丢失，信息损失肯定比长度小的包要多。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的折中，ATM信元长度确定为53字节，其中5个字节为信元头，48个字节为数据
。
信元头中包括：虚通道和虚路径的标识符，虚通道（Virtual Channel）和虚路径（Virtual Path）是ATM
的两种虚连接方式；数据类型域用来标识信元所携带数据的类型；信元丢失优先级域标识在网络拥塞
时，该信元被丢弃的优先程度；通用流量控制域是为流量控制的需要而准备的；错误检测域则用于信
元头误码的检测和校正等。
 ATM是面向连接的网络，终端（或网关）通过ATM的虚通道相互连接。
两个终端（或网关）之间的多个虚通道可以聚合在一起，像一个虚拟的管道，称为虚路径。
这就是说ATM允许在一个连接中建立多个逻辑通道，这便于具有不同QoS要求的媒体采用不同的通道
传输。
 ATM具有高吞吐量、低延时和高速交换的能力，信元在硬件中交换。
当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建立起虚通道之后，沿途的ATM交换机直接按虚通道传输信元，而不必像数据
报分组网的路由器那样，利用软件根据每个数据包的目的地址寻找路由。
ATM继承了分组交换网络中利用统计复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优点，几个信源可以被结合到一条链路上
，当其中一个信源发送数据的速率低于它的平均速率时，它所剩余的带宽可为该链路上的其他信源享
用。
同时，ATM采用的统计复用允许某一数据流瞬时地超过其平均速率，这对于突发度较高的多媒体数据
是很有利的。
ATM与一般的分组交换网络有所不同的是，它有一定的措施防止由于过多的信源复用同一链路、或信
源送入过多的数据而导致网络的过负荷。
换句话说，ATM网具有对流量进行控制的功能。
ATM流量控制功能中最基本的两项为连接接纳控制（CAC）和使用参数控制UPC（Usage Parameter
Control）。
CAC根据网络资源决定接受、或者拒绝用户的呼叫；UPC对信源输出速率是否超过约定值进行监测和
管理。
ATM的流量控制对用户的QoS要求得到统计性的保障有着重要的意义。
 2.ATM服务类型和ATM适配层 ATM有定义明确的服务等级，也就是说，它支持对定性描述00S的保障
。
ATM的服务类别由图7—6所示。
第一类称为CBR服务，它提供带宽固定、延时确定的服务。
由于它与电路交换信道的性能相近，因此，常称为电路仿真模式。
此类服务适合于电话，以及恒定速率的实时媒体的传输。
当信源要求CBR连接时，它必须将它的峰值速率通知网络，这个速率在整个通信过程中都为该信源使
用。
第二类称为实时VBR（VBR—RT）服务，它提供延时确定、带宽不固定的服务，特别适合于经压缩编
码后的声音或视频信号的传输。
当信源要求VBR连接时，它需要通知网络它的平均速率、峰值速率和突发的最大长度（峰值速率的持
续时问）等参数。
第三类称为非实时VBR服务，它适合于没有延时要求、而突发性强的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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