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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数据推播技术及其传送流的软件合成 

宋 军 ，甘 育 裕 ，吴 资 玉 
(1．重庆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重庆 400044；2．重庆大学 通信工程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电视节目传输数字化已成为趋势，数字视频广播使通过广播业务提供宽带数据服务成为可 

能。文中介绍了DVB标准中的各种数据广播规范，详尽地分析了应用于数据推播的数据传送带传输机 

制，并给出了合成MPEG一2传送流的软件流程图。数据推播将能够比因特网更好地为本地用户服务，也 

是解决上网费用过高、速度太慢、有线电视网络双向改造投资大这些问题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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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广播电视正在经历从模拟向数字体制转化， 

数字电视在全球迅速发展，已有许多国家相继开始了 

数字电视广播，电视节 目传输数字化已成为趋势。数 

字广播涉及到复杂的标准化问题，在现有的几种标准 

(如美国的ATSC数字电视标准⋯、欧洲的DVB标准 

和 DAVIC标准 )中，欧洲的 DVB标准采用得较为广 

泛，目前已有 230多个公司和组织、3O多个国家和地 

区参与了DVB的标准制定、产品研究开发和应用 。 

数字视频广播不仅意味着在同样的带宽条件下可 

传送比模拟电视更多的电视节目、更清晰的电视图像， 

而且数字视频广播可承载数据业务，这使通过广播业 

务提供数据服务成为可能。DVB提供了通过不同的 

传输媒质传输MPEG一2传送流的方法，传统上这些传 

送流包括音频和视频数据，数据广播被视为基于 DVB 

传输标准的MPEG一2的重要扩充，为通过卫星、电缆 

和陆地的电视信道高速传输数据铺平了道路，是数字 

广播的里程碑，其应用包括数据广播、软件下载、访问 

因特网和交互电视等。 

数据传输采用64QA~调制时，在一个8 blHz模拟 

电视信道中可以达到40 Mbit／s的传输速率，比电话线 

快 1 000倍。电视台可以把每天播出的节目、新闻以 

及广告和用户需要的各类因特网信息存放在服务器 

中，通过有线电视 HFC网高速推播给用户，用户选择 

自己所需要的内容收看。这种准交互式因特网数据推 

播服务，以支持广播式的单向数据传输业务为主，是一 

种针对非对称应用的宽带接人方案。 

1 DVB关于数据传输的规定 

根据数据传输的不同需求，DVB确定了 5种不同 

的传输方式： 

(1)数据管道 

所谓数据管道，即数据直接由 MPEG一2'IS包的 

负载携带，数据分割、组装和解释方法都留给用户去定 

义。利用数据管道，可以在广播网上传送简单的异步 

端到端数据。微软公司的交互电视即是采用数据管道 

来广播数据信息。 

(2)数据流 

采用数据流，可以在广播网上传送面向流的端到 

端数据 ，数据由 MPEG一2系统定义的节 目基本 流 

(PES)携带。传送方式可以是异步的，也可以是同步 

的或从同步的。这里，异步数据流是指无定时要求的 

数据流。同步数据流是指有定时要求的数据流。在接 

收端，时钟信号可以重新产生，从而生成同步数据流。 

从同步数据流是指数据流中的数据可以和其他类型的 

数据流(如视频流和音频流)同步回放。 

(3)多协议封装 

多协议封装用来在广播网上传送通信协议数据 

报，例如因特网接人业务中口数据报在广播网上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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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即采用这种方式。实现方法是把数据报封装成 

DSM—CCC4]分段。DSM～CC分段的格式兼容MPEG一 

2私有分段。 

(4)数据传送带 

所谓数据传送带，即通过广播网周期性地发送数 

据模块。模块大小已知，且可从数据传送带中更新、添 

加和移去。如业务需要模块可组成模块组，模块组可 

组成超组。 

(5)对象传送带 

对象传送带建立在数据传送带的基础上。在对象 

传送带中，模块升级为对象。对象传送带规范支持通 

过广播网周期性地广播 DSM—CC用户到用户(U—U) 

对象的业务。 

2 数据传送带的工作原理 

在数据传送带这种传输机制中，发送端将各种逻 

辑上相互独立的数据(例如文件 Filel、File2、Fi／e3．．．) 

组织成模块(例如 M1、M2、M3．．．)，每个模块又分割成 

多个数据块(例如 M3—0，M3—1，M8—0．．．M8—8)，并 

通过广播网向接收方周期性重复传送，如图 1所示 。 

通常，数据传送带中相同模块中的每个数据块大小相 

同，但最后一个数据块比一般的数据块要小一些。 

控制消息 

囤 1 DⅦ 数据传送带 

DVB采用 DSM—cc下载规范中的4种控制信息 

对数据传送带中的数据传输进行控制： 

． 下载数据块(DDB)信息 

． 下载信息指示(DII)信息 

． 下载服务器初始化(嘲 )信息 

． 下载取消(DC)信息 

其中，DDB用于传输由模块切分成的一个或多个 

数据块，DII、DSI、DC则对各个模块传输过程进行控 

制。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多个模块可以组台成一个 

模块组，如何将模块组台成一个模块组并没有严格的 

限制，特殊情况下，一个模块可以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模 

块组，模块组中各个模块的信息在 DII中描述。多个 

模块组又可以构成一个超组，超组中各个模块组的信 

息在 DSI中描述。DSI和 DII信息中还指定模块和块 

的大小等参数。如图2所示 】。 

DVB数据传送带中控制信息可分为一层或两层。 

当 DVB数据传送带只有一个模块组时，业务描述表／ 

事件信息表(SDT／EIT)中的数据广播描述直接指向 DII 

信息，此时数据传送带只有一层控制信息(如图2中的 

虚线箭头所示)。Dn信息中的模块标识描述了数据传 

送带中模块的各种信息，如 DDB信息的位置等。当 

DVB数据传送带中拥有由多个模块组组成的超组时， 

则选用两层控制信息，业务描述表t事件信息表(SDTt 

Err)中的数据广播描述指向DSI信息，DSI信息中的组 

标识描述超组中不同模块组的DII信息和其他各种信 

息。 

囤 2 DVB数据传送带的结构 

各种控制信息通过唯一的交易标识识别，每个模 

块也通过唯一的模块标识识别。接收方根据交易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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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块标识等参数值从数据传送带中有效地过滤出各 

种控制信息，并根据各种控制信息获得一组模块，从而 

有效地过滤出所需的数据。如果接收方希望获得数据 

传送带中某个特定的模块，它可以简单地等待发送方 

下一次广播它所请求的模块，用户等待的最大时间由 
一 个完整的数据传送带周期决定，即： 

Z =S — ，月 (1) 

其中， 为用户等待的最大时间；s 为 

数据传送带的大小； 为数据传输速率。 

在数据传送带的一个循环周期中，各种信息插入 

的次数、频率、顺序和相对位置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不 

需要固定，可以根据需要动态改变。这使得数据传送 

带可以以任何方式去适应实际应用。在图 1中，每种 

下载控制信息只插入一次，且相同模块的下载数据块 

均按顺序连续插入。 

3 数据推播及 MPEG一2传送流的软件合成 

根据DVB数据传送带规范，有线电视网数据推播 

系统采用如图3所示的协议栈。 

暇务器 客户机 

应用层 应用层 

业务层 业务层 

数据侍j羞莆 蠢据传送带 

EG 2 h吨 G．2 

传送滚 传送藏 

信道糖珥 信道解码 

和珥制 和解调 

固3 数据推播系统协议栈 

数据推播服务器将各种数据划分成多个模块，封 

装在 DSM—CC数据报分段中，使用 MPEG一2传送流 

传送 DSM—CC分段。DVB数据推播可与现有的服务 

共存，与其它的数字电视业务复用，然后将传送流送 

64QAM调制器以广播方式经有线电视网络一起发送。 

客户机以相反的方式得到数据，先经解调和信道解码， 

再从DSM—CC数据分段中抽取所需模块送上层协议 

处理。 

合成 MPEG一2传送流的软件流程图，如图4所 

示。MPEG一2标准中，每个鸭 包的大小固定为 188字 

节 J。1s包一般由头字节、填充字节和有效负载组 

成，有效负载分为DSM—CC分段和PSI数据。当有效 

负载为 DSM—CC分段数据时，鸭 包一般由4字节的 

头和 184字节的DSM—CC分段数据构成。由于一个 

鸭 包内只能包含一个 DSM—CC分段 内的数据，所以 

当剩下的 DSM—cc分段数据不足 184字节时，应采用 

6字节的头 ，加上适当数 目的填充字节后再加上 DSM 

— cc分段数据，组成一个 鸭 包。为了使接收端解码 

器能够完成对 鸭 流的解码，需每隔 40一 插入一次 

PSI信息，当有效负载为PSI信息时，此时的鸭 包由6 

字节的头和填充字节及 FS!数据组成。 

固 4 MPEG一2传送流软件合成流程 

4 结束语 

数据推播服务通过单向的有线电视 HFC网将因 

特网信息传送给用户，用户虽然不能上任意网站浏览， 

只能获得本地的一个有线电视台网站中的信息，受到 

一 定的限制，但是，由于当今因特网中信息太多太复 

杂，老百姓很难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本地信息和足够丰 

富的本地内容，所以数据推播将能够比因特网更好地 

为本地用户服务，也是解决上网费用过高、速度太慢、 

有线电视网络双向改造投资大这些问题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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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PACS系统的医学图象量化编码的算法 

李 晴 辉，彭 承 琳，侯 文 生，罗 小 刚 
(重度太学生物工程学院，重庆 4OO044) 

摘 要：图象压缩是 PAcs系统的重要研究部分。作者研究了二维图象小波分解后 系数的统计 

分布与拉普拉斯分布有很好的一致性；同时，由于不同幅度的小波系数在图象重构中权重的不同，在 

系数压缩编码时对不同权重的系数采用不同的压缩精度。由此，作者提出了一种适用于 PACS系统 

的图象量化编码算法，该算法以各小波子带图象小波系数的重要统计特征——样本标准差为量化闽 

值选择依据，精确编码图象重构中权重较大的系数，还利用了人眼的频率视觉特性。实验表明，本算 

法具有计算简单、不同编码精度时被量化系数可预见的特点，同时在保证图象质量的基础上可获得 

较高压缩比。 

关键词：PACS系统；小波变换；图象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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