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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拟广播向数字广播过渡是科技发

展的必然趋势

有关调查表明，广播仍具有独特的重要
性和魅力。

现今模拟FM广播和模拟AM广播技术，
在世界范围内最终要向数字声音广播技
术转换，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广播机构应充分认识数字化带来的好
处，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实施战略，积极
创造条件，加速推进声音广播数字化的
进程。



2. 数字声音广播的主要形式与特点

2.1  World Space卫星数字声音广播
World Space卫星数字声音广播，是美国世
广卫星集团开发的系统，为便携和移动的接
收机传送数字音频信号和数据业务。

同现有的模拟广播系统相比，世广系统最大
幅度地降低了广播节目的传输费用。

世广卫星数字声音广播系统具有一系列显著
优点



2. 数字声音广播的主要形式与特点(续)

2.2  数字音频广播（DAB）
DAB技术由欧洲开发（尤里卡147-DAB）。经不断改
进，已成为成熟技术，经标准化后，于1995年秋起
首先在欧洲得到应用。

数字音频广播（DAB）是适应社会发展，体现科技
进步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广播系统。

与传统FM广播的根本区别在于，DAB可以单频网
（SFN）同步运行。

由于DAB技术的强大能力，其信号能很好地适合于
在电（光）缆网中传输。



2. 数字声音广播的主要形式与特点(续)

2.3 数字中、短波广播（DRM）
2001年9月，以欧洲电信标准的形式，公布
了DRM系统规范。
数字化可以使中波和短波广播比现在的模拟
传输获得更多优势。

DRM系统在保持原来的覆盖面积下，可以
将发射功率大大降低，如不降低发射功率的
话，那么覆盖范围就可以扩大。



2. 数字声音广播的主要形式与特点(续)

2.4  网上数字声音广播
指以Internet为传播介质提供音频节目服务
的一种广播形式。它是其它广播手段的补
充。

网上广播具有一系列自身特点。

因特网提供一对一的结构，通过网上广播将
信号传送到单个收听者，至少需要20kb/s，
服务的对象越多，需要的传输带宽就越宽。

网上广播另一个缺点是移动性差。



2. 数字声音广播的主要形式与特点(续)

2.5  数字电视广播中的数字声音广播
不言而喻，数字电视广播的主要业务是传送
数字电视业务（图像和伴音），但它也是一
种多媒体广播，也可以携带数字声音广播业
务和数据业务。

通过不同形式的数字电视广播，也是获取声
音广播节目的途径。



2. 数字声音广播的主要形式与特点(续)

2.6  World Space卫星数字声音广播、
DAB和DRM之间的关系

World Space卫星数字声音广播、DAB和
DRM是不同形式的数字声音广播，有各自
的特点和局限性，不能相互代替。

要实现全国范围的覆盖，最经济的办法是卫
星数字声音广播，可以采用S- DAB或World 
Space。



3、地面广播由模拟向数字过渡的问题

DAB是全新的技术系统，发射与接收必
须使用新的设备。实施DAB必须首先解
决频率分配问题。

数字AM系统不需要重新进行频率规划，
很容易实现从模拟到数字的平稳过渡。

传统的模拟中、短波广播向数字AM的过
渡期间大约15—20年。



4. 启动数字声音广播必须解决的问题

4.1  必须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
没有明确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新技术是无法
实施的。

DAB应采用新的编码技术以增加节目套数。
我国的数字中、短波广播建议选择DRM标
准。

建议及早组成制订标准的专家组。



4. 启动数字声音广播必须解决的问题(续)

4.2  解决频率规划问题

数字AM不存在新的频率规划问题，但必须
为DAB支配工作频率。现在就制订一个全国
的DAB频率规划是非常困难的，也没有必
要。有效可行的方法是，在计划启动DAB的
地区，兼顾模拟的电视广播、FM广播和可
能的数字电视广播，进行频率协调。



5. 数字声音广播需要明确的发展
与实施战略

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声音广播发展与实施战
略，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市场渗透。制订数字声
音广播的实施时间表是很重要的。

地面数字声音广播应从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开始，以移动接收为切入点。

2008年的奥运会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以
前，北京的DAB应用应达到一定的程度。
我国是调幅广播的大国，应尽早确定我国的数
字AM广播的发展与实施战略。



6. 对AVS工作组的建议

6.1 当前我国数字声音广播研究进展

DAB广播的研究和试验进展情况

DRM广播的研究和试验进展情况



6. 对AVS工作组的建议

6.2对信源编码标准化的需求
DAB信源编码规范简介
2. DRM信源编码规范简介
对我国数字声音广播信源编码标准化工作原则的建
议

国内在数字声音广播的源编码技术的开发上与传输技术研究
相比，处于相对延迟状态，对推进声音广播数字化产业的整
体工作不利。应以民间性质的学术力量推动国家的行政力量
融合，以有利于开发适用于数字声音广播的源编码子集。建
议增设“数字声音广播源编码技术工作小组”，除技术工作以
外，协调与国家广电总局技术主管部门的关系。



6. 对AVS工作组的建议

6.3对标准化进程工作的建议（时间表）
根据我国的广播电视数字化发展规划、技术
开发和试验进程状况、不同形式数字声音广
播的特点，建议首先针对DRM广播的需求
开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源编码标准化制
定工作。预计8月底开始传输与覆盖试验研
究，年底启动标准工作，04年进入标准制订
工作，04年底开始部分发射台的数字化改造
并试播数字节目。



7. 结束语

将来的广播是数字广播，对此不应有任
何怀疑。然而技术优越并不是有成效的
市场的保证，必须充分认识数字广播对
广播机构和听众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同时，要制定出明确的发展与实
施战略。同样很重要的是，要像开发数
字电视那样，对数字声音广播的启动也
应有相应的组织保证和大的资金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