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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运动图象及其伴音通用压缩编码标准是多媒体计算机、多媒体数据库、多媒体通信、常规电视数字
化、高清晰度电视以及交互式电视系统中的关键技术。
本标准MPEG－2是在MPEG－1基础上的改进和扩充，目前在家用卫星广播业务、地面数字电视广
播、电子影院、电子新闻采集系统、个人通信、多媒体邮件、网络数据库、家庭电视剧场、遥控监视
以及点
播电视系统等方面的应用方兴未艾。
本书分为系统、视频和音频三部分，全面详尽介绍了MPEG－2数据流的数据结构，语法和语义，编码
和解码算法，还给出各部分系统框图。本书可作为从事多媒体计算机、多媒体通信、HDTV和交互式
电
视技术的研制、开发及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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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D.2临界波段边界的表
Ⅲ－D.3针对较低采样频率的听觉心理模型2
Ⅲ－D.4将阈值计算分区转化为比例因子波段的表
附录Ⅲ－E 专利所有者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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