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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原理》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模拟信号CRT电视和数字信号LCD，PDP电视的主要原理，从
一个全新的角度概括并讲解了电视的基础知识、电视的典型架构和模拟，数字电视机的单元电路，并
就数字电视的标准、数字电视信号的处理方法、数字电视的工作流程和单元工作过程、数字电视设计
过程进行了较详尽的表述。
《电视原理》力求从电视信号的接收、处理和显示输出这一角度诠释电视的原理，使电视原理的学习
与理解达到完整、系统、适用的目标。
　　《电视原理》作为以面向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而规划出版的教材，可供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科学、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广播电视工程、计算机等专业的教师、本科学生与研究生作为教学、自学
与培训的教材使用。
同时《电视原理》也可为在广播电视行业从事数字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地面电视等研发工作
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和帮助。
　　《电视原理》配有电子毅案，需要者可登录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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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亮度，指光的明亮程度，即彩色光作用于人眼引起的视觉明亮程度的感觉，它由发&lsquo;
光体的发光强度来确定。
　　（2）色调，指彩色光的种类或类别，如红、黄、绿、蓝等不同的颜色。
色调是由光的频率（或波长）高低来确定的，这是决定彩色本质的一个基本参量。
　　（3）色饱和度，指彩色光的深浅程度，如红、浅红、浅绿、深绿等不同程度的颜色。
光的色饱和度与彩色中掺入的白色光成分有关，即完全不掺入白色的彩色光，其饱和度最高，定为100
％；若掺入一半的白光，则饱和度为50％。
自然界中的彩色，实际上都是非饱和色。
　　色调和色饱和度通常合称为色度。
这个名词在彩色电视中会经常提到，即色度为色调和色饱和度的总称，它既表明了彩色的种类，又表
明了彩色的深浅。
　　1.2.2 三基色原理　　1.人眼的视觉特性　　人眼的视觉神经细胞有两种，即一种为杆状细胞，另
一种为锥状细胞。
　　杆状细胞对亮度敏感，即细胞的感光灵敏度很高，能感受弱光。
夜晚人眼的视觉就是由杆状细胞来完成的。
这类细胞多达13000多万个，主要分布在视网膜周围，由于细胞多、视觉分辨力高，因而需要传送黑白
图像的细节。
因此，黑白图像信号的频带较宽。
　　锥状细胞（圆锥细胞）对彩色敏感，对强光也能产生亮度感觉。
锥状细胞约有700多万个，比杆状细胞少得多，主要分布在视网膜中部的黄斑区。
由于锥状细胞少，因而人眼对彩色的分辨力要比黑白亮度低，故传送彩色图像时，其细节并不重要。
因此，彩色图像信号的频带宽度较窄，高频分量较少。
　　人眼的锥状细胞又有3种，分别对红、绿、蓝三色光敏感，在辐射强度相等、但色彩不同的光的
刺激下，3种锥状细胞所产生的亮度感觉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束彩色光只能引起人眼的一种锥状细胞（光敏细胞）的较强兴奋，而另两种锥状细胞的兴
奋很微弱，则人眼的感觉就是某一种基色光，如红色、绿色或蓝色。
　　如果一种彩色光能使人眼的两种锥状细胞都兴奋，便会产生其他彩色感觉。
若红敏、绿敏细胞都兴奋，便产生黄色感觉；若红敏、蓝敏细胞都兴奋，便产生紫色感觉；若绿敏、
蓝敏细胞都兴奋，便产生青色感觉等。
随着3种锥状细胞所受光的刺激程度不同，人眼便有各种各样的彩色感。
　　如果有一种光，能使3种锥状细胞产生同等程度的兴奋，则人眼所感觉到的便是白色光了；若以
相同比例同时改变红、绿、蓝3种基色光的强度，则人眼会得到明亮不等的亮度（灰度）感觉。
也就是说，白色也可以用不同比例的红、绿、蓝三色混合得到。
　　图1.4 表明了在相同辐射强度但彩色不同的光照激发下，3种锥状细胞对不同色光（即不同波长）
的相对视敏函数曲线（光敏曲线）。
3条响应曲线的峰值分别在波长为580nnl的红光、540nm的绿光（黄绿光）及440nnl的蓝光处。
图中的亮度曲线是红、绿、蓝3条曲线相加的结果。
实验还表明，复合光的亮度等于各色光分量的亮度之和。
　　上述的有关彩色视觉特性是俄国科学家罗蒙洛索夫于1756年首先提出的三基色假设中指出的，这
个假设后来得到许多科学家的实验证明，从而成为色度学的基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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