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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人类全面进入数字时代
”

这句

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对于已跨人新世纪的人们来

说并不夸张
,

至少对于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

广播电视来说将是听得见
,

并看得到 的现实
�

随着数字电视技术的迅猛发展
,

目前已没有人

再怀疑将来的电视一定是数字的了
�

于是人们

的 目光和话题的焦点之一便是数字电视与机顶

盒
�

数字电视技术与市场的激烈竞争较量

数字电视是一项高新产业
�

电视系统的全

面数字化将使节目制作
,

播出直到接收都产生

革命性的变化
,

同时蕴含着无限的商机
�

在这

新一轮角逐中
,

谁的技术优势领先谁就能赢得

更大的市场份额
�

日本的高清晰度电视起步较

早
,

 ! ∀ # 年就向 ∃ 飞升% 提出 &江扛∋ 的提案
,

首

先开发了   #( 行高清晰度电视系统
�

日本使

用被称为多重亚取样编码
—

州旧)∗的传输方

式
,

基本上是模拟传输
�

 ! ++ 年用高清晰度电

视成功地对汉城奥运会进行了实况转播
�

从

 !!, 年进行 − .旧∗ 制试播以来
,

到 目前已有每

天十小时的节目
�

欧洲不甘心 / 0 1 ∋ 全部市场

被 日本独 占
,

设计了一条从 −2 3 到 ∗工卜−叭3

逐步 过 渡到  亚4& ∋ 的 道 路
,

但 −2 3 和 &狂卜

−2 3与 日本的 −. ) ∗ 相似也是一种模拟
、

数字

混合型
�

美国 起先支持 日本
,

但 当意识到

/ 0 &
,

∋ 巨大的潜在市场时
,

美国利用冷战结束

后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转化的时机
,

提出了全

福建省广播电视厅网络中心

�
厦门大学物理系 56  7 7 (

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的方案
�

美国在刚刚提出高

清晰度电视时就意识到科学和技术是这场国际

竞争的关键
,

为此还通过了
“

美国技术优胜地位

法案
” ,

认为美国产业诸如高清晰度信息系统先

进制造技术和先进材料等领域的开发
,

设计和

制造方面保持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

并制定了系

列措施以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
�

自  ! + ∀ 年成

立高级电视顾问委员会 82 32 1 ) 9以来
,

对建立

美国高级电视 的步骤
,

组织和技术进行了周密

的布置 与论证
�

于  ! ! 6 年  # 月 #6 日正式将

2 1 )3 数字 电视标准定作美 国国家标准
�

到

 ! ! + 年 ∃ 月美国已有 #5 个城市 ,7 多家电视

台正式播出地面数字 电视节 目
,

# 77 6 年将全面

停 止模 拟 电视 广播
�

到 目前 为 止美 国 的

2 1 )3 : ;
<

∋ 标准已被加拿大
、

韩国
、

阿根廷和

我国的台湾省采用
�

亚洲及中北美洲的许多国

家和地区也考虑使用
�

美国的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制式及其强制

过渡方式对欧洲和 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

但

美国的 21 )3 0 <
,

∋ 标准既包括高清晰度电视

又包括了普通清晰度电视
,

其普及速度不如普

通数字电视单独普及快
,

受到了欧洲 0 ∋ = 的竞

争
�

0 > = 8以?≅ ΑΒ< >≅ ΧΔ Ε =拍吐ΒΦ Α≅ ∃? 9意为数

字视频广播
�

0 ∋ = 是欧洲有  ∀7 多个组织参加

的项 目
,

共同开发全数字电视系统
,

与美国不

同的是
,

欧洲的全数字电视系统包括地面广播
,

卫星传送和直播
,

有线电视中心使用的所有普

通数字电视和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广播
�

0 ∋ =

的卫星 0 ∋ = 一)和电缆 0 ∋ =一3 的普通数字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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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已被 ∗1 ) 和 :: . 通 过
�

基 于 −Γ∗ Η卜#的

0咐= 普通 数字电视已在欧洲本土和美 国
、

南

美
、

亚洲
、

大洋洲
、

以及非洲通过卫星进行广播
�

根据统计世界上有 (7 多个国家 577 多家电视

台开始了 0 ∋ = 各种广播业务
,

 77 多个厂家生

产符合 0 ∋ = 标准的设备
�

目前欧洲正利用普

通数字电视便于普及的优势加速在全世界普及

0 ∋ = 标准
,

以此来与美国的 2 1 )3 数字电视标

准相抗衡
�

国内数字电视发展状况

我国数字电视在当今 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

和全球市场的强有力推动下
,

已迎来一个飞速

发展的高潮
�

在节 目制作方面
,

中央电视台的

演播室设备已有 (7 Ι 已经改造成数字化
,

并将

在一
、

二年内全部转换成数字的
�

目前新闻联

播中相 当一部分节 目就是用数字化设备制作

的
�

不久前举办的澳门回归和迎接 # 777 年庆

典大型 实况 转播 中还进行了 高清晰度 电视

 江汀 ∋ 广播
�

许多省
、

市级电视台也已购置了

相 当数量的数字摄像机
、

数字录像机
、

视频服务

器等数字化电视设备
�

并将逐步过渡到全数字

化
�

在卫星传输方面
,

 ! ! ∀ 年元月一 日福建
、

江西
、

河南
、

青海
、

辽宁
、

广东
、

湖南
、

湖北
、

内蒙
、

广 西  7 个 省
、

自治 区 已 率 先 采用 了 欧洲

0 ∋ = 一)标准通过亚洲二号卫星传送数字电视

广播节目
�

到去年五月吉林省节 目上 星后
,

全

国所有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的节 目已全部上星
�

除较早上星 的四川
、

云南
、

贵州
、

山东
、

西藏
、

浙

江因成本改造间题仍采用模拟传输外
,

其余各

省 的节目均 已实现卫星数字传输
�

标志着我国

数字化电视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在干线传输方面
,

随着近一
、

二年中央台和

地方台开展的大规模广播电视专用光纤网络建

设
,

已逐步建成连接中央和各省之间直至地县级

的广播电视宽带综合业务网
�

可开通 #
�

)Ηϑ ΚΦ

以上的宽带业务
,

网上可传送数百套数字电视广

播 和各种数据
、

图文业务
,

可实现 中央台
、

各省

市和地方台节目互连互通
,

真正实现全国有线电

视大联网
�

目前 已有京
、

津
、

冀
、

鲁
、

豫等八省
、

市的有线电视广播已进人这个大网
,

预计 # 777

年将有不少于 #7 个省市的网络连成一片
�

再加

上 已基本经过数字化改造的微波传送网络
,

已经

形成一个空中
、

地面
、

有线
、

无线相互结合的立

体交互传送网
�

目前各地正在加速本地接人网

的数字化升级改造
,

以真正实现数字直播到户
�

届时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将是一个不仅频道多
,

而

且是模拟 电视质量无法 比拟的精彩纷呈的数字

世界
�

数字电视的未来发展

电视系统全面数字化加强了广播电视最终

甚至是通信与计算机业务的一体化
�

原本是完

全不同媒体的广播
、

电视
、

通信和计算机
,

在全

部数字化后
,

在数字域中都是用同一种符号
“

护

和
“

 
” ,

从而使 目前带宽最宽的到户通道即电视

通道有可能成为所有这些业务到达家庭的最佳

途径
,

也就是当今争论异常激烈的
“

三网合一
”

方案
�

目前国家已给予上海市这个世界上最大

的拥有 #+ 7 万用户的有线电视网络进行
“

三 网

合一
”

试验 的特许权
�

这既体现出我 国未来信

息基础设施的构想
,

也代表了有线电视网络升

级改造的发展方向
�

以高清晰度电视开发而形成的视频压缩和

信道编码技术正使广播电视向完全数字化方向

发展
,

并已展示了 +6# −/ 艺宽带人户数字应用

的广阔前景
�

目前
,

在有线电视的 )−/艺带宽

内已经可以传送约 (7 −ϑΓ Φ 以上的数据
,

因而在

+ 6 #加任七带宽的有线电视系统中
,

总共可 以传

输 )Η 印) 以上的数据
�

如果以  
�

)−ϑΓ Φ数字视

频业务 8主观与 ∋ /) 相当9为单位
,

则可能传送

57 7 7 路以上数字电视信号或者相应数码率的

数据或声音
�

如果在带宽中拿出一部分来作回

传 8典型的低分割利用 (一(7 − Λ压9
,

则可以突

破传统电视只能单向传送的限制
,

实现终端交

互式电视业务
�

如
Μ

同一节 目的不同时间的播

放 8Ν ∋ Ο 0 9Π 任意 电视节 目的点播 8∋ Ο09 Π 家庭

购物
,

家庭银行系统可使家庭主妇足不出门就

能挑选想买的商品并直接在家中付款 Π 医生可

以通过电视系统进行遥诊 Π 远距离教育 Π 以及家

庭办公
、

视频电话会议和娱乐等
�

目前
,

以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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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网发展为基础
,

许多国家已经开展 了多种

视频
、

音频
、

语音和数据的综合业务试验
�

世界

数字视音频理事会组织 80 2∋ &39
,

正在制定各

相关标准
,

以推动广播和交互式数字音频
、

视频

应用和业务的发展
�

数字电视的发展将使未来的信息来源呈现

多样化和分散化特点
�

正因为数字化的发展使

每个家庭和电视中心将更容易联系在一起
,

小

型轻便的数字摄录一体机将使普通人拍摄的新

闻和节目可直接传到电视中心进而走进千家万

户
�

当年引起洛杉矶骚乱的罗德尼
·

金事件就

是由住户在楼上用普通家用摄像机拍摄到的
�

像家庭滑稽录像
、

神奇发现等节目将来不再用

录像带方式而可以由家庭直接传送到电视中心

再由中心选择播出
�

数字电视将给 # 世纪人们的生活带来一

个全新的感受
�

数字电视推动机顶盒的发展

接收传统的模拟电视不需要特殊设备
,

直

接用普通电视机即可收看
�

老式的预置频道较

少的接收机
,

需要附加有遥控功能的多频道预

置附加装置
,

通常称为机上变换器
�

但接收数

字电视则需要对发送端经过编码 Κ 调制的数字

视频信号进行解调 Κ解码
�

如果原信号进行过

加密 Κ加扰还必须进行解密 Κ解扰 Π 具备条件接

收 83劝∃ Χ ≅Α≅ Ε 创公 2 Θ Θ ΔΦΦ9 控制的
,

还要有相应的

条件接收装置
�

还可加上其它业务如数据服务

等
�

这类设备称为
“

综合解码 接收机
”

&% 0

8&∃ ΑΔ ? :Β< ΑΔ Χ %Δ 沈≅> Δ: 氏ΘΕ ΧΔ :9 或简称 机顶盒

8) ΔΑ 1 ΕΓ = ΕΡ 9
,

因此
,

综合解码接收机 &% 0 是接收数字电

视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设备
,

它接收卫星或有线

电视前端发送的数字电视信号
,

经过信道解码

和信源解码将传送的数字码流转换成原来压缩

前的形成
,

再经 0 Κ2变换和视频编码送往普通

电视接收机
�

当然
,

也可以在新一代电视机中

增加以上功能
,

而成为名符其实的数字电视接

收机
�

究竟是外置机顶盒还是内置于电视机成

一体化
,

技术界与商界的争论还在继续
�

但无

论是外置或者是内置
,

连接用户和 网络的功能

必须完成
,

只是机顶盒采取实体形式还是虚拟

形式的区别而已
,

从这个意义而言
,

正是机顶盒

为用户开启了通向未来数字网络的大门
�

目前国内机顶盒的生产已经是红红火火
Μ

海信集团
、

上海通信信息中心生产的 0 ∋ = 标准

机顶盒已经出口到欧洲市场
,

长虹股份宣称已

具备 # 77 万台机顶盒年生产能力
,

新泰克已推

出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 2 )&3 机顶盒芯

片
�

是数字电视的飞速发展和有线电视网络的

升级改造与广调的市场前景推动了机顶盒的快

速发展
�

一
、

二年内机顶盒即将伴随着数字电

视登堂人室步人千家万户 Σ

邮 票 应 用 之 始

当你寄信或明信片时
,

你必须贴上邮票
。

你是否知道
,

第一次使用邮票是在什么时候Τ

第一个想到这个主意的又是谁 Τ

 ! 世纪初期
,

人们还不曾使用邮票
。

每当

收到信件时
,

都得付邮费
。

这对收信人来说
,

有

时是不乐意 的
,

尤其是为那些不希望来的信付

钱的时候
。

在那个年代
,

由于邮局要雇用很多

人去收取邮费
,

因而信件的邮费相 当高
。

罗兰德
·

赫尔
,

英格兰的一个小学校长
,

是

第一个建议使用邮票的人
。

他想到
,

利用邮票来

支付邮资是非常省事的
�

人们只要到就近的邮

局买得邮票
,

在寄信之时贴到信封上就行了
。

而

邮局人员只需简单地在邮票上盖个邮戳
,

免得这

张邮票被再次使用就万事大吉
。

采用这种方法
,

邮局就不必雇用众多的人去收取邮费
,

而只需要

几个邮递员去投递信件
,

既节省了费用
,

又给人

以便利
。

这个好主意终于被政府采纳了
。

 +,7 年 ( 月 6 日
,

全英格兰的邮局开天辟

地首次出售邮票
—

“

一便士
”

黑色邮票和
“

二

便士
”

蓝色邮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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