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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我国新一代数字电视

发展的建议


义 / 全同音频 、 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A V S 产业联盟顾问


桂林思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首席技术顾 赵章佑


N e t w o r k  s y s t e m
,  M - S F N

) 的工 程 速 . 规模推进发展


摘 要
?

: 本 X 是 向 1 国 音 《 、

技术模型
,
促进了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区	中国数字 电视 不可能成为 以直播


视频 及 多媒 体 系 统与 设备标 准 4 匕

願网的
-

系列软硬件产品 ( 高性能激 星用户 为主的覆盖大国 ,
也不可能成为


#  廳 、 宽搬脆等 iS 备 ) 觀勵 ? T 以 广电城肺細舶为■覆盖大


双
发 ; 促使国 内建立了几百个地面数字电 国 ,

而只能成为以 D T T B 用 户 为主的


国 标产 业发展 现状后 ,
结 合作 #  视 ( D T T B  ) 运营网络 , 細标的芯片 覆盖大国 。 由 此 , 要实现 D T T B 的普及

,


实 践
’

对 我国 新
- 代 数 字 电视&  以及机顶盒性能 ( 包括软件支撑性能 ) 首要的是在数字电视信号的地面覆盖上


由 此也得到大幅度提升 , 终端数量超过 下功夫 , 其次在内容丰富上
, 再次才是


了  1 2 0 0 万
;
同 时也使得双国标能顶住 电视终端具备地面数字接收功能 。


:
双_  D V B 产业化程度細强大压力

,
成功	S  2 0 1 3 年出台的 《 国务院关于 {足


幵拓了古巴 、 斯里兰卡 、 老扭 、 柬埔寨 进信息消费 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 所


^ 等海外运营网络建设的市场 。	提 出的基本原则中
,

对
“

公共 服务 领


D T M B
- A 的提 出 、 参与 A T S C

-	域积极引入市场机制
”

进行了特别强调 。


3 . 0 方案 、 A V S - 2 计划等
,

又使 中 国	 2 0 1 3 年 1 2 月 1 2 日
,

国 家 新 闻


核心技术创新 ( 标准 ) 工作赶上 了 国 出 版广电总局 广播 电视规划 院姜文波


外发展步伐 。 这既给亟待规模发展的 院长在第六届广电行业趋势年会所做


1 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 》响_ 紀 '新_ 力 , ■龍	W 翅
?

演 i井 浅難《雜、
土也酬


而临的机会和 战 ± ±M 个国g K J l S
( 字& 自 添	H 星二种技术手段完善我国城乡广播


1 . 1 机会 了活力
,

给
“

中国创 造
”

展现了跨越 电 视公共服务体系 》 中
, 提出

“

通过


在 地面数 字 电 视 网 络 发 展 当 中
, 式发展的强大实力 。	直播卫星和地面协同覆盖方式是构建


我 国数字 电视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机 新一代 D T M B 和 A V S
-

2 的制定
,

农村广播 电视公共服务
”

和
“

市场化


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既充分保证了 我国从信源到信道整体 的角度推进
”

的观点 。 这就
一

改广电


1 . 1 . 1 在总体 ( 核心 ) 技术 h 我 核心技术的 自 主创新知识产权的发展 总局
一

直强调公益性 免费 ,
不能市场


闻 已经赶 h 发 达W 家 优势 , 又为
“

中 国创 造
”

的高清 、 3 D 、 运营 的技术政策导向 ,
同时 , 姜院长


D T M B 和 A V S  ( 以 下 简 称双 国 4 K 或交互等新业务奠定了创新技术基 还特意强调 了
“

要在现有的地面基础


标 ) 已颁布 7 年 , 在双双列入 国 际标 础
,

由此通过推动 国内数字 电视在产 上
, 根 据地面数 字电视特 点和 覆盖运


准后
,
其产业化巳经渡过艰难的市场磨 业结构的重大技术变革

,

激活新兴产 行需要
, 以省为单位开展地面数字 电


合期 。 自主创新的双国标多频道单频网 业市场 , 带动关联产业的升级换代 。	视全数字频率规划
”

。 如果双国标在国


( M u l t i

- c h a n n e l  S
i
n g l e  F r e q u e n c y 1 . 1 . 2 闰家政策打 利 于 D T T B 快 内工程 实施中所涉及 的技术政策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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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数宇电视


解
,

将有 力推进国 内双国标大规模运 外技术 标准的产业化存在较大差距 的	A V S 2 若要在世界范围内实 现分割视


营 网络建设速度 , 从而有力带动双国 局 面 。 例如
, 国内 主要 省级有线数字 频编码市场 , 其产业化程 度必须要跨


标的产业化程度 。	电视 网络大量采用 国外前端产品 的情 越一级以上的水平 !


1 - 1 . 3 未 来 网 络 的 坫 石 离 不 开 况没有 得到根本 性扭转 ,
即便是 国 内	由 此看来 , 决胜的关键不仅是过


( 地
I

f i
i ) 数 卞也视规模产 业 发展	企业

,
在数字电视海外工程中也 是大 硬的技 术

, 同时也 是商 业模式 、 推广


“

未 来媒 体网 络
”

、

“

未来电视
”

、 量采用 国外产品。	力度 , 甚至是时间 节点的对抗。 如何


“

智能融合媒体 网
”

等新 的概念在不断	1 . 2 . 3 芯片差距	迅速克服国内 第
一代双国标规模推进


地 推出 , 但其 目 标都集 中在市场占有	D T M B 幵 创 的 融合 优 势 是
“

中 缓慢所造成的产业化程度低的被动局


率上
。	国创造

”

的突 出 体现
,

既有很好的大 面
,
将是提高 新一代双国标技术所面


尽管 目 前广 电行业 的城市有线数 规模 运营 网络启 动工程效果 , 又有很 临的巨大挑战 。


字 电视受到互联网电视 、 I P T V 、 O T T 	好的 承载 未 来 网络 的 工程效 果。 这


等 冲击
,

甚至吞噬 , 但由 于 广电行业 是 D T T B 目 前构 建 大规 模 运 营 网 络 2 新 』代数字电视技术


D T T B 公益性是最能保证 国家 意志 的
,

时
,

双 国 标的 M -

S F N  ( + M F N ) 大	发展的方闷和趋势


每个国家 都是这样保持这 种基本属性 系 统 与 D V B - T 2 + H .2 6 4 和 A T S C -	2 . 1
丨叫络发 n 川… 和尥势


的 。 因此
,

无论未来新概念如 何推进
,

3 .0 方案毫不逊色的工程设计理论的体	 2 . 1 . 1  M 络 融介


国 内外 D T T B  ( 大 ) 规模 网络 建设和 现 。 甚 至在采用技术领先的 国内激励	欧洲是首先通过推出 D V B
- T 2 把


发 展都是不可逆转 的 , 其 产业也是具 器 、 宽 带发射机等产品 时 , 进行大区 广播和互联网融合在
一起的地区 ,

美


有光明前景的 。	域 M -

S F N 组网 工程的性价比上 也有 国 A T S C - 3 . 0 的征求方案中 也提出很


1 .
2 产 彳k 化朽丨 改挑战	明显优势。 但 是

,
D V B - T 2 和 H .2 6 4 	重要 的需求

, 就是要解决跟其他网络


数字电视产品的成熟度受制于市 的终端接收芯片 产业化程度 明显高于 的融合 。 从 中可见 , 他们都在 i人定 广


场应用 。 因国内 D T T B 应用发展政策 双国标 , 特别是 终端机顶盒价格已经 播网与 通信 网 ( 含互联网 ) 的融合巳


的影响 , 在 过去的 7 年 间 , 双国标 没 逼近原 D V B - T
, 这就严 重影 响了 双 经成为数字电视技术发展的

一

种趋势。


能 在国内 巨大的市场空间条件下实 现 国标的海外推广 。 
“

未来媒体 网络
”

概念中 , 依 旧


超越 。	 1 . 2 . 4 新
一

代技术 丨
fi

i 临 K 大 挑战	以广播网 、 通信 网 ( 交互网 ) 为基础
,


1 . 2 . 1 规模差距	尽管国 内用 很短的时 间就初步实 再加上连接这 两部分的智能搜索引 擎


据不完整统计 ,
目 前国 内 D T T B 	现了 D T M B - A 由 实验室 走 向工程测 三部分组成。


固定接收的用户约 1 0 0 0 万户 , 这比起 试 ,
既证实了 D T M B 性能提高 、 功能 新一代 双国标应该满足国内信息


3 亿户以上的国内市场规模 ( 模数转化 扩张的技 术空间 , 又赶上甚 至超越了	产业 在大数据环境条件下 , 按照 这种


率 )
, 其 占有率不 到 3 %  ;

双国标海外	 D V B
-

T 2 的 性能 指 标 。 但 D V B
-

T 2 	大网络融合的发展方 向进行构建。


运营网络的总用户不过 1 0 万户 ,
比起 产业化 ( 含标准 制定 ) 程度 也在快速 2 . 2 . 2 双 规 模运竹 M 络


D V B 占据的市场份额几乎微不足道 。	推进 , 这就加大了新一代 D T M B 产业 要达到 能 与通信 网 ( 互联网 ) 相


1 . 2 . 2 产品差距	化的压力 。	匹配 的广播电视网络 , 其物理特征就


尽管 目 前 国内 电视机终端技术含	目 前出现的成熟的 H E V C 软件解 不可能是分散 的小网 , 而应该是全 系


量超前的状况十分 明显
, 但数字电视 码方案

, 可以轻松支持 4 K 分辨率的实 统的 、 能承 载 多种高低端业务 的 、 能


产业链 中处于关键位置的发 端 ( 含编 时编码 。 A V S 2 如果 能赶上 与 H E V C 	交互 的大规模运 营 网络 。 特别是在 国


码 、 复 用
, 发射机 ) 、 传 输链 ( 光 设 的 同步试验和规模使 用

, 促使开放的 家通信网络巳经步入 4 G 发展阶段的情


备 , 微波设备 ,
适 配设备等 )

及其关 互 联 网市 场 以及统
一

规划 下 的广 电 况下
, 能与之相 匹配 的只能是 D T T B


联软件支撑等制造 业
,

没有扭转与国 市场 在 H E V C 和 A V S 2 进 行 决 策 ; 大区域的新
一

代双国标的 M -

S F 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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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运营网 。	向 。	进奠定产业基础 , 应该成为 国家项 目


无论 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	 2 . 3 . 2 发端产 品	支持的重点 。


D T T B 的发 展 随 着 信 息 处 理技 术 的	①软编向硬编发展 ;	我国过去开展 的 D T T B 示范工程 ,


快速发展 ,

一方面
, 其服务模式巳经	②高性能宽带输出激励器 ( 带设 由于不能在 应用技术政策上突破公益


明显突破 了 单一 免费的公共服务方式
,

控智能型校正 ) 开发 ;	性免费模式
,
使得示范的综合性 ( 技术 、


而进入市场 服务 ( 能 更好地 包含免 费	③光和微波传输智能型链接 ;	经济 、 管 理 、 创 新 ) 、 可复 制性 , 特


公共服务 ) 的模式 ; 另
一

方面
,

D T T B	④高效率宽带发射机系统 ( 含发 别是以示范来推动规模产业的可操作


的大区域 多频道组 网 ( 包括 M - S F N
) 射天馈 , 深度补点无缝覆盖 ) 。	性较差

, 产业响应程度低 , 国 内市场


在技术上已经被国外的 同行认知和推	 2
.
3

.
3 接 收芯片及终端	历经 7 年也没有达到 全局性规模应用 。


行 。 这不仅 是对 于国 内第一代双国标	① 大 C P U  ( l G b p M  )
,

大 N a n d 	因此
,

必须下大决心从国家频率经济


技术市场推进模式的 一种反 哺
,

更是	F l
a s h 的高性能解码 ( A V S + 、 带高级 总体发展角 度 , 采取重点扶持

、
快速


值得新
一

代双国标技术发展必须要注 安全 、 D R M  )
、 解调融合芯片

;
	见效的项 目 支持方针

,
具体 剖析大规


重满足更大规模运营网络的发展的创	② 高性能硅高频头 ;	模运营网络构建的可行性 。


新趋势 。	③ 承 载 交互 、 多业 务 ( 带大 数	根据相 关调研 , 笔 者认为这 种条


2 . 2 . 3 顿率经济	据 P U S H ) 功能 , 具有 D C A S 和主 流 件是具备的
,

因此 提出 以下建设 : 通


双国标的大规模运营网 络建设与	C A S 无卡系统的接收终端 ( 含
一

体机 ) 。 过 目 前已 在建的湖南省 有线电 视网络


发展 4 G 是国家整 体信息 产业的发展	 2 . 3 . 4 软件支撐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的
“

湖南省双国


需要 。 频率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性	① 中 - 英 、 中 - 俄等多国语言转 标多频道单频网
”

项 目 工程 ,
四川省


资源 , 如果广电 D T T B 网络的规模产 化的 E P G
;
	地面数字 电视运行管理 中心的

“

四川


业没有起来 ,
只能耗费大量频率资源 。	②广播下载式 C A 向 印证式授权 省 D T T B 统

一

平台
”

项 目 工程 , 进行


因此 , 撬动中国频率经济的关键点之 控制演进
;
	双 国标 M - S F N 大规模 运营网 络构建


一就是加快国内双国标大规模运 营网	③ 大系统 ( D T T B ) 运行监测平台 。 示范工程项 目 。


络建设 , 以优化调 整国家信息产业发	2 . 3 . 5 測 过	这种示范的优点就是 : 项 目 前期


展所急需的频率资源 。	①智能测试仪器 ;	技术准备相对比较足
,

因此技 术论证


2 . 3 产业发 丨 沒 力
?

向 和尥势	②多频道 D T T B 覆盖场型扫描分 时间短 , 实施基 础条件好
,

容 易在较


2 . 3 . 1 标准	析 ;	短时间 内 (
限定 2 年 ) 出成果 。


目 前 ,
国内颁布的 D T M B 配套性	③新

一

代多频道单频 网快捷覆盖	示范的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技术标准恨大程度上是仿造国外传统 设计软件 。	 ( 1  ) 发射组网模型验证


应用 模式 , 特别 是
“

实施指南
”

、

“

单	① 发射端邻频或隔频设置条件下
,


频 网
"

等的 配套标准 ,
既没有最大限	3 政策建议	模 拟 - 数字大小功率 同台发射的覆盖


度体现第
一

代 D T M B 的融合技术优势 ,	3 . 1  
"

| i
: 点支持项 1 1 的 ) i \

U
\	接收和应对效果

;


也对第
一

代双国标大规模组网 的工程	3 . 1 . 1 尽快实施 第
一

代双闻 标 大	②接收端在模拟 - 数字大小信号


应用指导乏 力 。 依照大规模、 多业务 、 规模运背 网络 示范	强度不 同 、 邻频 、 同频 的接收和应对


交互共融和具备市场运营等未来 网络	既然 广播电视 网 络不可替代 , 既 效果
;


的发展需要 ,
制定我 国新

一

代双国标 然海外市场发展空间 巨大 ,
尽快启动	③ 同台采用不同功率等级

,
不同


核 心技术标准以及配套性标准 ,
是进 以省为 区 域的 D T M B + A V S + 的多频	D T M B 选项的实际覆盖效果

;


一步体现 自 主创 新、 建立和完善这
一

道单频 网 的大规模运营 网络综合示范	④ 宽带发射机组建 M - S F N 的交


领域 自主知 识产权所涉内容 的工作方 工 程 , 为新
一

代数字电视的大规模推 叉 区中覆盖接收和应对效果
; 特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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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数字电视


意宽带发射机在规定频 率带宽 内随意	③ 地域覆盖效 果设计 图与实际覆	产 业化的基石是应用
,

应用 的基


调整的可操作性 。	盖效果差异及补偿修正
;	石是需求 。


( 2  ) 信号传输组网方式验证	④ 监控系统与授权管理系统长期	随着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 的推 进
,


① 省干线 D W D M 光纤网络下行 运行的可行性 ;	在现有省域 同时具有城市有 线数字电


传输 A V S - T S  O v e r  I P 的传输效果 ;	⑤ 实现快速建立运营机制的可操 视规模 网络 和双国标 M - S F N 规模网


② 区域性 R F 光纤网络传 输宽带 作性 ( 投资与收益的可操作性 ) 。	络 的基础上
,

建立 适合中国 特色的未


R F 信号的传输效果
;	 ( 6  ) 经济性	来媒体网络的示范意义就十分重大 。


③ 微波分配 网传输方式的传输效	①公益性 ( 含应急广播 )
;
	这种示范的效 果能有 效体现规模


果 ;	② 经济效益及风险 。	效应
, 可复制性较强 。 既适应 广电行


④ 回波消除直转传输效果 。	 ( 7 ) 新业务的探讨实验	业 巳经启动 的以省域所进 行的有线数


( 3  ) 系统管理验证	①探讨 与 ( 移动 ) 通信网络 实现 字电视 网络整合和双向化 改造 的基础


① 大用户 量 C A S 	 ( 带高级安全 ) 初步交互功能的技术构建 ;	环境条件 , 还能有力推动 省域双国标


& B O S S 系统的 用 户 管理授权方式验	②探讨基于家 庭的无线多功 能信	M - S F N 规模网络建设 。


证 ;	息终端的技术构建 。	笔者建 议
,

可选择省级 区域内同


② 大数据 P U S H
、 电子政务 ( 流	 ( 8  ) 知识产权	时具有有线数字电视规模 网络 (

双向


播 )
、 信息分播 、 软件升级等省中央前	①完善 、 修订配套标准 ;	化改造较好 ) 和双国标 M - S F N 规模


端统一控制方式验证
;	②完善双国标专利池 。	网络进行示范 。


③ 由分前端二级 B O S S 系统授权	 3 . 1 . 2 继续 汕 大《
丨

《
1 标海外硕 M	3 . 2  >丁( 点 义扑的技术发 n 尥势


方式验证
;	扶持力 度	3 . 2 . 1  ; J I I 快 新

一

-

代 D T M B 产 业


④ 骨干发射台与补点重发器 的集	双 国标 海外推 广 不 能 等 同 于 国 化


中监测 、 监控验证 ;	内 产业化
,

涉及受用 国的政治 、
经济 、 (

1  ) 标准制定


⑤ 分前端播出节 目统
一

监测验证 。 周边环境等条件 , 这使得双 国标海外	 D T M B - A 在 申 报 I T U 标 准 中
,


( 4  ) 接收终端性能及效果验证	推 广遇到的 问题 复杂多变。 特别是在 应该强化 D T M B -

1 . 0 版 融合技术创新


① 长延迟信道芯片 机顶盒
、 ( 便 第 一代 双国标国 内市场规 模迟迟不能 特点 ,

更好地承载 D T T B 大规模运营


携 )

一体机在交 叉区内接收效果验证 突破 ,
D V B - T 2 产业化快速提升的情 网络发展的需要 。 应加强核心标准与


( 接收门限 、 抗多径 、 抗邻频 、 抗脉冲等 )
况下

, 项 目实施风险居高不下 。	配套性标准 的制 定配合性 , 以缩短产


优选 ;	国 内企业在 非 洲 的许 多项 目 依 业应用的磨合时间 。


② 无卡 、 小卡 ( S D 卡 ) 带高级 然 是 采 用 D V B - T 技 术 , 若 要 转 换	 ( 2 ) 接收芯片


安全机顶盒接收效果验证
;	则面临许多 困难 。 东南亚市场在受到	无 论是 原版 D T M B - A 还是新

一


③ 交互 、 多业务 (
e - D T M B

) 机	D V B - T 2 的一再冲击下 , 市场规模推 代 D T M B
, 接收芯片的产业化应该注


顶盒效果验证
;	进 缓慢。 中亚以吉尔吉斯 斯坦项 目 为 重

,
这是缩短与 D V B - T 2 产业化时间


④ 接收天线 、 天线放大器等改 良 突 破 口 的推广工作 , 也不 断受到欧洲 差的重要部署 。


接收措施及应对的效果。	势 力的影响 ,
历经 3 年 的磨合 ,

目 前	 3 . 2 . 2 岛 度关 注 A V S
-

2 的 产业化


( 5 ) 实施可行性验证	仍 处在休眠状 况 。 总之
, 海外推广意	无论是新

一

代 D T M B 的推进
,

还


① 规定频率 带宽 内 ( 1 0 0 M H Z )
, 义 巨大 , 工作+ 分艰难 。	是 海外市场 目 标 ,

A V S - 2 的 产业 化


任意变换发射频率的可行性 ;	因此
, 笔者建议国家 应对

一

些影 程度至 关重要 。

一

旦 A V S - 2 标准在


② 3 级以上
( 含 3 级

)
覆盖效果 响力大的海外项 目继续加大扶持力度 。 2 0 1 3 年底基本定稿

,
就应该在广电和


与投资运营效益的可操作性 ;	3 . 1 .
3 未 来媒体网 络硕 H 示 范	通信行业部署产业化的跟进

t
,  Q S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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