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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GB20600——2006数字电视高性能解调芯片HD2312

HD2312全面支持地面数字电视国标GB20600-2006，它具有性能优异、集成度高、封装

尺寸小等特点，特别适合数字电视一体机和机顶盒，也适用于移动和便携式地面数字信号

接收机。

HD2501——高性能直播卫星解调芯片

HD2501是一款符合直播卫星安全模式标准（ABS-S）的单芯片解调器。卫星调谐器输出

的模拟IQ信号经过采样ADC、解调、均衡和信道解码后，输出MPEG-2标准的并行或串

行传输流。

HD2501内部集成高性能双通道的采样ADC，包括双直流滤除的输入校正和IQ不平衡补偿

电路， AGC输出经过RC网络实现对卫星调谐器的自动增益控制。

输入信号经过符号率检测器、抽取滤波器、匹配滤波器、符号定时恢复环路、载波频率和

相位跟踪环路、均衡器、FEC解码器处理后输出标准的TS流。尤其是符号率检测器，它无

须任何外部信息，就可以自动检测到信号的符号率。

HD3601

HD3601是一款支持NDS高级安全特性的ABS-S信源解码芯片。该产品支持MPEG-1/2

视频解码，支持MPEG-1layer1/2/3、DRA和AC3音频解码，支持PAL/NTSC输出，内

置NDS-ICAM2.5解扰解密引擎，是专为我国直播卫星广播开发的高性能、低成本、高集

成度标清数字电视机顶盒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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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络、通信网络的快速融合，传统的广播电视体系

正向未来媒体网络快速演进，新的服务类型、业务模式快速发展。用户对新一代的数

字电视及媒体网络的需求组建将聚焦于 ：沉浸式的音视频体验、融合的网络协同、双

向的交互网络、灵活的频谱效率、泛在的便携接收、个性化定制内容以及应急公共服

务等。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媒体内容消费需求并积极应对行业不断提出的新挑战，

新一轮广播电视媒体网络的技术体系、业务体系以及产业链的重新规划和升级也随之

全方位展开。单纯的内容产业逐步向多元化服务扩张，运营网络与内容制作分发的结

合更加紧密，多样化终端开始支持内容共享和同步化，原本割裂的传统广播电视产业

链条逐步走向智能媒体网络、智能服务引擎和智能媒体终端协同应用的新一代未来智

能媒体网络创新产业链，提供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通道、任何终端、任何质量

的媒体内容 5A 服务成为新一代媒体发展的主流方向。

当前，全球数字电视及媒体网络领域的第三次科技浪潮已经来袭，沉浸式体验、

协同式网络和耦合式内容的技术特征日益凸显，新一轮数字电视标准研究制定工作随

之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启动。2013 年 3 月，美国高级电视系统委员会（ATSC）面向

全球发布了征集下一代数字电视系统物理层方案的公告，要求新的系统采用国际化的

核心技术，支持全 IP 化的技术架构、进一步提高传输性能、支持未来超高清电视的

传输、支持多种服务终端和新型业务的灵活应用，最充分地发挥广播的优势，将大众

化的内容高效分发给广大用户。此前实施的 ATSC 2.0 标准的特性主要是兼容互联网

并能够缓存节目，且后向兼容 1.0 系统。下一代 3.0 标准将更多利用最新的压缩、传

输等新技术，为用户带来更加高效的广播电视服务，并且不兼容既有系统。ATSC 

3.0 物理层建议的核心将是调制器和纠错码技术。目前，ATSC 3.0 相关技术已开始

进入应用测试。2014 年 10 月，美国 Technicolor 集团使用 ATSC 3.0 规范成功完成

了 4K 超高清电视无线传输测试，首次实现了可伸缩的 HEVC（SHVC）视频编码、

MPEG-H 音频和 MPEG 的 MMT A/V 传输标准的技术性融合，支持“普通”天线、

手机以及移动的地面用户的信号接收。基于互联网的 4K 串流技术进入了小范围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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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与应用阶段。2015 年 7 月，LG、GatesAir 和 Zenith 开始对 ATSC 3.0 标准中

的关键技术进行现场测试，数据传输量比 DTV 标准增加了 30%，多路径性能得到

了改进 ；系统参数选择具有灵活性，移动接收的室内电视信号穿透力有所增强 ；拥

有超高数据传输速率的高级模型以及非常强大的传输能力。2015 年 10 月，ATSC 

3.0 全球主要参与单位在上海完成了 150 多套样机参数的全球首次互通性测试，获

取数据多达 3000 组，成功检验了 ATSC 3.0 标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取得了实质

性进展。

近年来中国也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型媒体技术研究，并实现了众多关

键性技术突破。2012 年 6 月，由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 , 联合上海文广、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和深圳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以及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

究院共同承担，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电信、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参与中国科技部《新一代数字电视关键技术研究及验证》

项目研发。成功建成了一套全链路技术构架、新型超高清与交互网络的原型系统，

将为我国开展下一代数字电视及媒体网络标准研究，也为我国数字电视工业发展提

供关键的技术动力，有利于推动我国快速形成新一代数字电视全系列的产业体系。

此外，中国技术还在下一代广播技术国际竞争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3 年 5 月，

上海交通大学未来媒体网络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

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组成联合工作组，向 ATSC 提交物理层提案。连续两年

来，中国技术团队先后参加了超过 100 次 ATSC 3.0 电话会议和近 10 次见面会议，

通过大量的技术争论和计算机仿真，向 ATSC 3.0 专家组准备并提交了近 20 份建

议，最终成功将信令码字、星座映射、比特交织、帧结构中的 Bootstrap 时域结构、

反向信道共 5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模块导入了美国 ATSC 3.0 标准，并同步

开展了关键技术专利的部署工作，完成了几十项相关发明专利的申请，同时启动了

PCT，确保了我国自主技术在美国新一代数字电视标准中的实质性存在并正全力部

署争取进一步在更多技术方向取得突破。

中国是彩电、机顶盒、智能平板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北美地区是

中国彩电出口的重要市场。以彩电一项为例，根据工业与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中国

2014 年生产的彩电为 1.4 亿台，其中出口数量约占 50%。在前期持续参与美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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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数字电视标准研制的基础上，2015 年 10 月由上海交通大学未来网络协同创

新中心、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数字电视标准创新及产业对接峰

会暨 ATSC 3.0 全球首次互通性测试大会在上海成功举行。此次会议汇集了全球

10 多个国家的广播电视标准组织、媒体巨头和中国 70 余家主流广播机构、科研

单位、彩电整机公司以及智能终端制造企业，全体与会者就全球广播电视技术发

展的新趋势及美国新一代数字电视技术体系的各部分架构展开了深入交流，共同

探讨了中美在下一代广播电视领域的技术、产业合作新机遇和广阔前景。此次会

议使中国产业界及科研单位对美国 ATSC 3.0 标准整体技术架构及未来产业发展

部署有了深入的理解，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和固化了中国研发团队在该标准中的多

项技术贡献，为中国制造企业出口北美等国际市场提升整体竞争力奠定了重要基

础。

根据美国高级电视系统委员会介绍，ATSC 3.0 标准将于 2016 年正式对外发

布，2017 年进入商业化推广的重要阶段，2018 年进入全面商用阶段。基于中国

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科技能力，此次中美标准创新及产业对接峰会及 ATSC 3.0 全

球首次互通性测试也会推动中国制造业参与北美地区产业竞争和开展美国 ATSC 

3.0 技术略新合作开创了互利双赢重要的新局面。

本期《广播与电视技术》增刊——《新一代数字电视技术体系 ATSC 3.0》围

绕 ATSC 标准组织架构及工作流程、ATSC 3.0 工作组及相关技术进展、ATSC 3.0 

关键技术等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刊中收集整理翻译了多篇来自 ATSC 3.0 主要参

与者的技术文章和 PPT 介绍，保证了内容的创新性和权威性，希望使读者能够对

ATSC 3.0 标准的制订流程、技术特点等有全方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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