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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纪之交，广播电视技术迅猛发展，日新月异，它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特别是数字
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广播电视带来了自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革命，它给我们提供了机遇并提出了挑
战。学习广播电视技术的基本知识、了解数字化的基本情况、掌握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我们广播
电视系统的当务之急。　　遵照总局王太华局长的要求，受副局长张海涛同志的委托，中国老科技工
作者协会广电分会组织有关专家教授编纂了《广播电视技术——干部必读》这本读物。它是继去年初
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广播影视数字化普及读本》之后的进一步深化提高的干部读本，姊妹
篇，旨在向广播电视界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干部介绍当前相关技术的基本内容、普及广播电视技术的基
础知识。　　我们编写这本读物，强调了它的可读性和普及性；强调了要舍弃那些空洞的概念堆砌、
复杂的公式推导，力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强调了这本书不仅仅是给我们的
技术同行看，而且还要给那些非技术管理干部一读。　　倘若这本书能够帮助“上下求索”的同行们
说明问题，开拓视野，在进一步思考问题中得到启示、有所收益，我们就感到无限欣慰了。　　本书
的编辑出版得到了总局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史萍、倪世兰、陈德泽等作者及编审刘
洪才同志的努力与合作，在此，我谨代表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广电分会向这些同仁一并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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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电视技术:干部必读》介绍了广播电视技术的基本知识、数字化的基本情况及广播电视技术发展
的基本规律。第1、5－7章为史萍教授所撰写，第2－4章为倪世兰教授级高工所撰写，第8－11章为陈
德泽教授级高工所撰写。
2005年2月，中办发[2005]9号文《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的通知下达后，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张海涛副局长交给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广播电影电视分会编写《广播电视技术:
干部必读》一书的任务。三位作者经过努力，《广播电视技术:干部必读》一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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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1.1 广播、电视的特点　　在介绍广播、电视的特点之前，首先将“广播”这
个词本身的含义作一说明。“广播”有两层含义：一是泛指通过无线电波或有线系统向广大听众或观
众传送节目的过程，如声音广播、电视广播、数据广播等；另一层则特指声音广播，比如我们日常生
活中的习惯说法“听广播”即是指这个含义。本书“广播电影电视技术”即是指声音广播技术、电影
技术及电视广播的技术，而本节“广播、电视的特点”也是指声音广播和电视广播的特点。　　广播
、电视是一种已经深入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最普及的艺术形式和娱乐工具。作
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缩短了世界的距离，沟通了人类的文化，加速了信息的传递，推
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报纸、杂志、音像制品、互联网等其他传播媒介相比，广播、电视有其自身
的特点。　　广播、电视能够以声音和图像的形式来传递信息，使人们在接收信息时既能“闻其声”
，又能“观其貌”，因此具有形象化的特点。形象化的传播媒介具有亲切、真实、直观的特点，使听
众或观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因此，广播、电视与其他一些以文字、纸张为媒介的方式如报纸、杂
志、书籍等相比，更具有吸引力，更收到公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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