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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较全面地论述了高清晰度电视的发展过程、现况及今后的变化趋势。
对高清晰度
电视技术参数的由来和指标进行了分析。
详细地介绍了日、欧、美各国在发展高清晰度电
视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各种方案及其技术特色，并详细地介绍了高清晰度电视在非广播
领域里的应用及其关键器件，也提出了如何发展我国高清晰度电视的建议。
在附录中还扼
要地叙述了高清晰度电视的理论基础即频谱分析、数字取样和编码压缩等基本原理。
书中
还附有较丰富的技术数据和资料，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可作大专院校有关电子专业师生的辅助教材。
可供从事电视技术工作的科技人
员及机关、企业领导和广大电子技术爱好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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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级工程师周师亮
男、汉族，1933年生，
江苏省常熟市人。

中国电子学会科技咨
询服务中心专家组副组
长，北京电视设备厂副总
工程师。

周工1955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无线电系。
苏联专
家电视专业研究生。
1957
年筹建第一座北京电视台
时的主设计师之一，多次
主持设计电视领域填补空
白产品的工作。
60年代以
来，在国内外发表技术论
文廿余篇，科技图书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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