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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了流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及其组成要素，重点介绍了实时流协议 !"#$，对其与

)""$ 协议作了比较，分析了 !"#$ 具有的操作模式和状态，并且实现了 !"#$，最后总结了 !"*
#$ 具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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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34567465 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信息交

流已过渡到多媒体及多媒体实时传输的形式。从

因特网上获取音频、视频、图形、图像等多媒体信

息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 34567465 在传送文

字、图形等媒体时尚能胜任，而在传送声音、视频

等媒体时则难以满足其实时性、等时性和高吞吐

量的要求。流媒体技术将多媒体文件打散成适合

于网络传送和客户端播放的片断，经封装后不断

地传送给客户端，并在客户端即时解压播放。而

实时流协议 !"#$ 建立了新型实时网络传输控制

协议。

% 流媒体技术简介

流媒体技术是一种从 34567465 获取音频和视

频等连续媒体数据的新技术。与传统的先存储后

播放整个多媒体文件的方式不同，流媒体技术将

多媒体文件打散成适合于网络传送和客户端播放

的片断，经封装后不断地传送给客户端，并在客户

端即时解压播放。客户端可以接收、解压、播放同

时进行，而不必等待所有数据全部下载存储完毕。

流媒体技术是一系列网络协议的集合，包括实时

传输协议 !"$（!689 1 5:;6 "784<=>75 $7>5>?>9）、实时

传输控制协议 !"@$（!689 1 5:;6 "784<=>75 @>457>9
$7>5>?>9）、实 时 流 协 议 !"#$（!689 ":;6 #5768;:4A
$7>5>?>9）和资源预留协议 !#B$（!6<>C7?6 !6<67D6
$7>5>?>9）［% E (］。

流媒体技术包括 & 个关键要素：

（%）视频压缩：原始的视频数据为了实现传输

的高效必须经过压缩。视频压缩机制可以分成两

大类：<?898F96 84G 4>4<?898F96 视 频 编 码。 由 于

<?898F96 编码能够很好的适应带宽的变化，因此主

要采用 <?898F96 视频编码技术。

（(）应用层的 H># 控制：为了适应网络状态的

变化以及用户对流媒体显示效果的需求，市场上

已有好多 H># 技术被提出。应用层的技术主要包

括拥塞控制与差错控制。拥塞控制主要是避免包

损失和减小延迟。差错控制主要是在包丢失的情

况下改善视频画面显示的效果。

（+）不间断视频分发服务：为了提高画面显示

的质量，必须有高质量的网络支持。这是因为高

质量的网络可以减少传输延迟和丢包率。在 3$
协议的上层建立分发机制可以很好的提供 H># 和

传输的效率。

（.）流媒体服务器：流媒体服务器在流媒体服

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流媒

体服务，流媒体服务器需要在时间限制的前提下

处理多媒体数据，并且支持内部控制操作，如暂停

I继续，快进 I快退。而且，服务器还需要在同步的

机制下检索媒体组件。一个典型的流媒体服务器

包括 + 个子系统，即传输协议、操作系统和存储系

统。

（2）媒体同步机制：媒体同步机制是多媒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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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区别于其它传统数据应用最主要的特征。采用

同步机制可以使客户端的用户同时显示各种各样

的媒体流。

（!）流媒体协议：协议是用来设计和标准化客

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传输。协议是为了给流媒体

提供网络地址，传输和会话控制服务。根据它们

的功能，协议被分成 " 个范畴：网络层如 #$ 协议、

传输层如 %&$ 协议和会话控制协议如 ’()$ 协

议。

* 实时流协议 ’()$

实时流协议 ’()$（’+,- (./+ )01+,/.23 $14045
64-）是由 ’+,-7+08419:、7+0:6,;+ 和哥伦比亚大学共

同提出的，该协议定义了一对多应用程序如何有

效地通过 #$ 网络传送多媒体数据。’()$ 在体系

结构上位于 ’($ 和 ’(<$ 之 上，它 使 用 (<$ 或

’($ 完成数据传输。’()$ 与 =(($ 相比，’()$ 传

送的是多媒体数据，=(($ 传送 =(>?。=(($ 请

求由客户机发出，服务器作出响应；而 ’()$ 的客

户机和服务器都可以发出请求，即 ’()$ 可以是

双向的。

用 ’()$ 控制的媒体流可以使用 ’($（’+,- @
0./+ (1,2:;410 $140464-），但是 ’()$ 的操作不取决

于传输连续媒体的传输结构，该协议在句法和操

作上与 =(($ 十分相似，因此，=(($ 的扩展结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也可附加到 ’()$ 上。’()$ 在

如下方面也与 =(($ 不同：!’()$ 有许多新的方

法，并有不同的协议标识符。"’()$ 服务器与

=(($ 无状态的特性相反，需要在任何情况下维持

缺省状态。#’()$ 服务器和客户能相互发出请

求。$数据由一个不同的协议实施传输。

* AB 协议的操作模式

每个演示和媒体流可用 ’()$ %’? 识别。演

示组成的整个演示与媒体属性由演示描述文件定

义。使用 =(($ 或其它途径用户可获得这个文

件，它没有必要保存在媒体服务器上。为了说明

这个问题，假设演示描述了多个演示，其中每个演

示维持了一个公共时间轴。为简化说明，且不失

一般性，假定演示描述的确包含这样一个演示。

演示可包含多个媒体流。除媒体参数外，网络目

标地址和端口也需要决定。它包括以下几种操作

模式：!单播：以用户选择的端口号将媒体发送到

’()$ 请求源。"组播，服务器选择地址：媒体选

择组播地址和端口，这是现场直播或准点播常用

方式。#组播，用户选择地址：如服务器加入正在

进行的组播会议，组播地址、端口和密匙由会议描

述给出。

* A* ’()$ 的状态

’()$ 控制通过单独协议发送的流，与控制通

道无关。例如，’()$ 控制可通过 (<$ 连接，而数

据流通过用户数据报协议 %&$ 连接。因此，即使

媒体服务器没有收到请求，数据也会继续发送。

在连接生命期，单个媒体流可通过不同 (<$ 连接

顺序发出请求来控制。所以，服务器需要维持能

联系流与 ’()$ 请求的连接状态。’()$ 中很多方

法与状态无关，但下列方法在定义服务器流资源

的分配与应用上起着重要的作用：!)C(%$：让服

务器给流分配资源，启动 ’()$ 连接。"$?DE 与

’C<F’&：启 动 )C(%$ 分 配 流 的 数 据 传 输。#
$D%)C：临时停止流，而不释放服务器资源。$
(CD’&FG7：释放流的资源，’()$ 连接停止。

标识状态的 ’()$ 方法使用连接头段识别

’()$ 连接，为响应 )C(%$ 请求，服务器连接产生

连接标识。

* A" ’()$ 的实现

’()$ 对多媒体服务器实施远程控制，’()$
的实现采用了 <-.+20 H )+1I+1 体系结构。客户端从

服务器端请求连续的媒体数据。媒体服务器可以

放在相同或者不同的主机上作为目的调用网络服

务器。’()$ 的实现，主要包括编码器（C264J+1:）、

播放器（$-,K+1:）和服务器（)+1I+1）" 个部分。其基

本结构如图 B、图 * 所示。

图 B ’()$ 服务器实现结构图

!"#$B %"&#’&( )* +,-. -/’0/’ -1’2312’/

" 总结

通过对 ’()$ 协议的分析，它有如下优点：!
实时传输和播放。流媒体使用户可以通过 #20+15
2+0 立即播放音频和视频文件，用户可以立即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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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客户机实现结构图

!"#$! %"&#’&( )* +,-.)(/’ +)(0,./’ 1.’,2.,’/

前面一部分视频信息以决定是否继续观看。!节

省存储空间。预先构造的流文件或用实时编码器

对现场信息进行编码得到的现场流比原始信息的

数据量小得多，用户不必将所有下载的数据都同

时存储在本地存储器上，节省了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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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 减 & 操作符能以汇编级的高效率实现一些常

规的操作，但不可用得过份，否则可能使程序难于

理解并降低其可移植性，应避免 P P（或 Q Q ）所

作用的变量在同一表达式中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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