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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 建议书 年版 由 标准定义的数字电视信号馈送和一次

分配网络传输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与 建议书 基本相同 个别条款参照 建议书

版本做了修改 编写格式符合 标准化工作导则要求 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数字电视广

播馈送和一次分配网络传输系统的发展 是馈送和一次分配网络传输系统建设与维护的技术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基于下列几点

定义基于数字亮度和色差信号 的参量

要求符合这种标准的信号通过数字馈送和一次分配网络传输

已设计编码算法并建议了标准 使采用比特压缩技术的传输能够实现

采用这些算法的编解码器样机已经开发 需给予评价

评价方法的一般意见包含在 文件中 主观测试方法定义见建议书

这种评价需要考虑基本图像质量 传输链出现误码时的失效特性和下游处理后所达到的质量

编解码器的设计及其评价需考虑用户的要求

技术要求应规定测试程序和测试序列 用测试序列校验技术要求 使之得到满足

本标准取消了原 建议书 中的关于 行的有关条款 表 中恢复时间的指标由原

按 建议书 新规定 改为 其他部分尚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

本标准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提出

本标准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标准化规划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广播电影电视部标准化规划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闫洪奇 李熠星 刘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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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按 数字编码的电视信号传输技术要求 适用范围为馈送和一次分配网络 有

关 标准的主要要素见附录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

在三次群中传送馈送质量分量编码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技术规范

按建议书 的 标准定义的数字电视信号馈送和一次分配网络传输的用户

要求

按建议书 的 标准定义的数字电视信号馈送和一次分配网络传输

的用户要求

电视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

术语

馈送

演播室质量 可用于电视节目的后期制作 如慢转换 色键和慢动作等

一次分配

电视节目信号的分配 如给电视发射机或有线电视前端作输入等

技术要求

电视信号馈送和一次分配网络传输系统指标的设计和测试 应满足本技术要求

性能要求

本章中的全部质量评价等级用 建议书 所给的方法实施 该建议书采用主观评价方法

馈送和一次分配编解码器要求见表

馈送编解码器的附加要求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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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馈送和一次分配编解码器技术要求

源信号 分量可占有全部频谱

目标信号

最大相对声音 图像时延差 每编解码器

基本质量

被测编解码器数目

单编解码器

编解码器串接

使用测试序列

摩托和日历 图像序列

转动盘 图像序列

女歌手加噪声 图像序列

质量差别 双刺激连续质量标定 方法

失效特性 误码

性能

使用测试序列

黑背景下的玩具 静止图像

摩托和日历 图像序列

含误码脉冲

损伤 级 用双刺激损伤标定法

恢复时间 在中断 之后

信号中断后整个时延变化 尽可能小 建议值为 待进一步研究

编解码器串接时 特别是几个不同的编解码器相串接 这时的设备性能会出现问题 这些质量标准假定编解

码器的串接是全数字的 对于馈送应用 下游处理应插于编解码器之间

质量指标仅适用于所示的测试图像序列

失效特性和恢复时间的进一步说明见附录

恢复时间可用延时的场数来测量 这在信号到解码器连接之间和在把图像监视器输入由灰电平信号 或

个适当延时未经处理的信号 切换到解码器输出信号之间时都有时延要求 以便观察不到图像干扰

类似的程序被用于评价因比特滑动引起的恢复时间 如非同步切换

在再同步期间 解码器输出一个静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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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馈送用编解码器附加要求

基本质量

被测编解码器数目

编解码器串接

编解码器串接

使用图像序列

摩托和日历 图像序列

基尔港带变焦 图像序列

转动盘 图像序列

女歌手加噪声 图像序列

质量差别 用 法

色键后的质量

使用图像序列

波动 前景 加树枝 背景

老工匠对 编解码器之间

质量差 用 法

图像几何更改后的质量

使用图像序列

花园 图像序列 编解码器之间

质量差别 用 法

慢动作后的质量

使用图像序列

移动的基尔港 图像序列 慢动作 编解码器之间

质量差别 用 法

编解码器串接 特别要考虑几个不同的编解码器相串接的评价和测量特性方面存在着问题 这时设备的性

能会出现问题 这些质量标准假定编解码器的串接是全数字的 对于馈送应用 下游处理应插于编解码器之

间

质量指标仅适用于所示的测试图像序列

用于传输复合信号

虽然设计主要是为了传送符合 的信号 但仍要求系统传送源于复合信号的分量信号 复合

信号在发射端被解码成分量 在接收端重新组合成复合形式

有条件接收

比特率压缩处理是在几维空间中系统地消除信号冗余 经扰码的有条件接收信号降低了空间域和

时域的相关性 对于低比特率已扰码的信号 其编码处理和解码端的信号质量可能有问题 因此 在要求

增加传输安全性的情况下 增设传输数据流的加扰是适宜的

向上扩展

模块式概念编码算法可应用于其他方面 如

其他应用

传输编解码器的某些部件可应用于其他方面 例如数字记录

系统复杂度

编解码器的复杂应考虑 技术实用 相对于传输价格其成本合理

伴音信号

经馈送和分配线路传输数字声的技术要求在它处已有定义

表 允许每个编解码器的最大声音 图像时延要求为 这是考虑到 相关建议书中规

定 整个信号链路最大偏差为 声音提前 或 声音延时 而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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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标准的附录

标准的主要要素

参 量
行

场 系统

每整行取样点数

亮度信号

每色差信号

每数字有效行取样点数

亮度信号

每色差信号

编码形式
均匀量化 取样

亮度信号和每色差信号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关于失效特性和恢复时间的进一步说明

任何部分持续数秒钟或更长的中断是不能忍受的 复用需要保护方式

对于短持续期突发误码的响应 同步系统应有足够的保护 以使误码对视频 音频和数据的影

响不再扩大 在中断时保持同步 视频 音频和数据的误码管理系统可以相互独立

不大可能对 量级的中断进行保护 在这些事件之后 解码器电路必须象开始接入那样再

锁住 建议再锁过程在 内完成

编解码器的全系统信号时延在传输误码和中断的影响下不能明显地改变 这一点是重要的 时

延容许的变化程度正在研究 建议的 是个合理的最大值

注意很短持续期内的缺陷对声音的可容许度比图像小

数据所需保护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途 例如 数据用于系统控制 要求更严格 需要强有力

的保护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 信道误码不应对图像 声音或数据造成可察觉的影响

在设计链路特性恶化使用保护系统时 保护链路的切换不应在视频 音频或数据信号中引起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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