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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融合是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在三网融合、网台分离、网络

整合的大背景下，山西广播电视台积极建设省级IPTV集成播控平

台，拓展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渠道；并与中国联通山西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缔结为IPTV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推进IPTV业务。

1 IPTV 集成播控平台的设计原则

1.1 开放性和标准型
提供开放的协议接口，保证平台各子系统间具有良好的互操作

性。

1.2 灵活性和扩展性
平台可通过增加相应设备及模块进行扩容，支撑更多的用户；可

以平滑升级以提供更多的功能和服务，适应业务种类的发展需要。

1.3 可靠性和安全性
从系统层面为内容安全播出提供各种保障手段，提升内容安全

性；从系统结构、技术措施、设备性能、系统管理及维护等方面考虑，

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1.4 实用性和先进性
集成播控分平台设计注重实用性，满足用户的各类需求，保证

IPTV产品简单易用。集成播控分平台采用先进而科学的理念和方

法以及先进的技术架构，确保满足IPTV业务长期运营需求。

1.5 可运营和可管理性
平台系统具有先进完善的运行管理和监控功能，对关键设备提

供性能检测、记录，并可以自动诊断、告警和切换到备份系统；具备

完整的运营支撑系统，实现业务运营所需的功能。

2 IPTV 集成播控平台的设计方案

2.1 IPTV 集成播控平台的系统架构
IPTV业务的实现主要分为五步：内容获取、内容加密存储、内

容管理、内容分发、内容展现，各系统相辅相成，统一协作。（见图1）

信源系统将节目源进行编转码处理，然后提供给其他各系统使

用。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主要负责各种类型媒体资料数据的有效管

理和安全存储，是IPTV业务运营的基础和保障。

业务运营系统主要负责版权管理、广告管理、运营计划安排、审

核、播前数据准备以及多家运营商的数据汇总分析功能。

内容分发系统主要负责将编码后的IPTV节目内容按需分发至

用户终端。

网络系统主要负责上述各系统间数据的承载和交换，以及流量

的疏导。

2.2 信源系统设计
信源系统主要完成整个IPTV平台中直播节目的实时编转码工作，

将卫星直播节目编码或转码成IPTV平台所需要的H.264格式的节目。

以山西为例，直播节目共130套，其中包括卫星标清节目，SDI

自办标清节目，山西当地SDI标清节目和合作商提供的H.264标清

节目。

2.2.1 卫星直播节目

卫星解码器具有IP输出端口，通过IP接口以组播流的形式传输

到交换机，转码器与其相连，对IP通道内信号进行转码，将节目流转

换成H.264流，实现直播流输出。中央台等主要节目进行一加一备份。

2.2.2 自办节目

三网融合下 IPTV 集成播控平台的设计
田娟  任晓瑛

(山西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IPTV集成播控平台是三网融合中占据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关键环节。本文设计了一套符合三网融合业务需求的IPTV集成播控平台。

关键词：三网融合  IPTV  播控平台

中图分类号:TN9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416(2013)01-0012-02

 

媒资管理 C M S C L P S

C D N

S T B

存储

编解码

SL C S

IP T V 2.0

EPG

机顶盒升级管理

广告管理
IPT V 2.0

BOSS/SM S

F T P

V A S

业务运营

内容分发

A D I2.0

 收录编单 外购节目

节目收录

拆条 非编

新闻拆条
并生成

节目技审
（Q C）

编目分配

编目

编目审核

节目政审

媒资导入

通过

不通过

节目发布

节目归档

通过

不通过

通过

新闻编目

放弃不通过

图 1 IPTV 集成播控平台的逻辑架构

Figure 1 The Logic structure of IPTV Intergrationg and Broad-
casting Control Platform

图 2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流程图

Figure 2 The Flow Chart of Media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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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节目通过硬盘播出系统输出SDI信号，通过编码器将SDI

信号编码成H.264的IP直播流输出。

2.2.3 山西当地节目

山西当地节目通过SDI光端机接收至播控中心，再通过编码器

将SDI信号编码成H.264的IP直播流输出。

2.2.4 合作商提供的节目

合作商提供的节目是H.264的IP直播流，直接接入播控平台的

核心交换机即可。

3.3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设计
基本的业务流程如图2所示。

3.3.1 内容收录：接收各CP 提供的内容并入库

(1)来源：电视台、影像公司。

(2)形式：SDI、TS流、物理文件、光盘、磁带。

(3)收录方式：通过编码机直接接受SDI和TS流数据，然后通过

收录软件进行收录并入库；物理文件通过转码入库；光盘、磁带通过

收录入库。

3.3.2 编辑

(1)目的：新闻拆条、去广告、加片头片尾、叠加Logo等；个别节

目的深度编排。

(2)特点：目前95%的素材都是简编，但是量很大，要求生成速度

快；个别需要深加工的素材用非编完成。

(3)工作方式：在线编辑。

3.3.3 编目

目的：创建用于发布的标题、关键字、简介、生成海报

3.3.4 审核：编目审核、文件内容审核

(1)内容技审：检测音视频文件当中的静帧、静音、黑场、彩条

等。

(2)编目信息审核：进行政治把关。

(3)工作方式：内容技审自动审核，编目信息人工审核。

3.3.5 发布

(1)转码：根据发布目的决定是否进行转码。

(2)点播发布：将成品节目文件和描述信息上传到播控平台指

定地址。

3.4 业务运营系统设计
业务运营系统主要负责整个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业务运营，

具体如下：

3.4.1 内容管理系统

主要功能包括与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对接，调用其对视频内容的

制作，导入制作完成后的资产，对所有运营内容进行统一的管理；系

统支持向第三方内容分发系统注入内容；支持节目的片花、批量导

入导出等功能，还支持对整个运营内容的统计、查询、生命周期管理

等功能。

3.4.2 内容展现系统EPG

包括编排管理系统和门户展现系统两部分，编排系统负责对内

容进行编排、对内容进行服务绑定，完成内容的运营管理；展现系统

负责对IPTV平台运营内容的统一展现、导航。系统支持模板管理、

广告位管理、内容发布等基本功能。

3.4.3 广告管理系统

负责对IPTV平台所有广告资源及运营的管理、能够实现广告

的查询、添加、修改、删除等基本功能；与内容分发系统中的视频流

媒体服务器对接能够实现广告内容的插播。

3.4.4 机顶盒管理系统

负责对机顶盒的认证鉴权，系统支持机顶盒软件的升级，支持

对机顶盒日志、认证请求进行统计等功能。

3.4.5 运营支撑系统（包括用户管理和统计分析）

负责对用户的认证、鉴权、计费；能够实现对用户的管理、对产

品的管理、对账务的管理等功能，支持对整个运营数据进行查询和

统计分析，系统具有开放性，能够与第三方计费系统进行对接，实现

互联互通。

业务运营系统与周边系统的接口如图3所示。

3.5 内容分发系统设计
内容分发系统（简称CDN）包含以下几个部分：CDN节点网络、

C D N负载均衡系统、C D N媒体资源库、C D N管理支撑系统。

媒体资源库包括媒体制作、内容存储和内容发布；节点网络包

含CDN的骨干节点和CDN POP节点；负载均衡系统包括全局负载

均衡和本地负载均衡；管理支撑系统包括内容管理、DRM、AAA、系

统管理、网络管理、接口适配等功能。整个CDN系统需要和CP/SP、

现有综合运营支撑系统接口，如图4所示。

4 结语

现代网络及IT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从IPTV到互联网电视，从虚

拟社区到云服务，媒体的发展只会不断加速。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

接入只是电视媒体发展的契机，融合媒体才是电视媒体改革的方

向，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体系架构也会随着电视媒体的业务发展

而不断进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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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内容分发系统的功能模型

Figure 4 The Function Module of Content Delivery System

图 3 业务运营系统的接口示意图

Figure 3 The interface Schematic Diagram of Service Opera-
tion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