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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当前有线数字电视的特点，设计与实现一个数字电视监测系统。该系统分为前端监测系统和后端控

制中心两部分，从信道、传输流和解码后的视音频三个层面对数字电视信号进行监测．能够实现数字电视节目

的解码、存储、监测和处理，井对数字电视播出信号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信号错损监测，准确、实时反映信号错

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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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article a digitai TV monitoring system is designed and realized jn aecordante

with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able digital TV．This system，composed of front—end

monitoring system and rear—end controlling center·can monitor the digital TV in respect of

channel．transmission stream and video-audm—frequency after decoding，and realize decoding，

saving．monkoring and handling digital TV programs．Further more，the system is capable of

monhoring the digital signal error through each display technical mdex and accurately and timely

reflect the signal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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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有25个城市完成了市区有线电视

数字化整体转换，还有若干个城市和地区正在大力

推进过程中，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已超过1200万。

有线数字电视的数字化整体转换正在从点向面发

展，从试点城市向全国大中城市铺开，呈现出快速发

展的势头“]。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后，必需建立

相应的数字电视监测系统，以实现对有线数字电视

的监测监管。为此．我们根据广西当前有线数字电视

的特点，设计与实现了一个数字电视监测系统。

1总体思路和结构

数字电视监测系统应从信道、传输流和解码后

的视音频三个层面对数字电视信号进行监测，以

实现数字电视节目的解码、存储、监测和处理。并对

数字电视播出信号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信号错损监

收稿日期t 2007—06一10

作者简介：划冲(1962一)，男，工程师．主要从事广播电视技术工作

测，准确、实时反映信号错损情况。

数字电视监测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图1数字电视监测系统的总体结构

2系统组成及功能

整个系统主要由前端监测系统、后端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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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辅助设备组成。前端监测系统包括：(1)采集编码

子系统}(2)信号错损监测子系统；(3)存储子系统；

(4)机顶盒控制子系统l(5)远程电源重启子系统；

(6)SMS信息采集子系统。后端控制中心包括：(1)

数据库子系统；(2)中心数据信息处理子系统；(3)管

理子系统。

以上各子系统之间通过以太网(专用网)进行互

联。

2．1前端监测系统

2．1．1采集鳊码子系统

采集编码子系统将DVB信号进行解码，并将解

码后的视音频数据进行MPEG4编码压缩，然后存

储到存储子系统中。具体方法如下：(1)在数字电视

总播出平台(一级平台)的节目采用一对一解码，并

使用一对一的采集编码存储通道进行采集和录像。

(2)在二级平台的自办节目采用一对一解码，并使用

一对一的采集编码存储通道进行采集和录像。数字

电视总播出平台在二级地落地的节目，每频点用一

个机顶盒进行循环解码、一个采集编码存储通道进

行采集、录像和监测，当监测发现某套节目出现异常

时，调用6个专设的机顶盒，对该节目所在频点的6套

节目进行一对一解码，并把解码后6套节目的视频信

号合成为一路视频信号，再用一个采集编码存储通

道进行采集和录像。

2．1．2信号错损监测子系统

信号错损监测子系统是本系统中的信号技术指

标监测的核心部分，具有信号监测、异态报警、码流

实时存储、数据处理的全数字环境的电视信号技术

指标监测功能。

具体内容包括3方面：(1)信道监测：RF各项质

量指标测量分析、频道与节目快速扫描、扫描时间与

非法频率发现、指标参数显示与门限报警。(2)传输

流监测；TS流的基本信息监测、PID列表统计监测、

ETR290三级错误分析及监测报警、PcR分析监测、

PSI／S1分析。(3)视音频数据监测：静帧黑场检测、

彩条画面检测、无伴音错误检测、台标检测。

2．1．3存储干系统

将采集编码子系统的MPEG4编码压缩视音频

数据通过网络传输，然后存储到磁盘存储系统中。

2．1．4机项盒控制子系统

通过远端控制技术，在远端直接对机顶盒进行

控制；通过指令控制机顶盒的开关，调节机顶盒输出

的音量大小，完成节目的设置，控制节目的切换}读

取机顶盒的状况信息，分析机顶盒工作是否正常．出

现异常时控制机顶盒复位重启，应用机顶盒智能控

制、死机识别重启等技术，解决目前民用机顶盒长时

间运行发生跑频死机的难题。

2．1．5远程电潭重启子系统

通过远端控制技术，在远端直接实现设备的电

源控制，查询设备电源开启状况，通过网络连接就可

以控制电源的开闭。

2．1．6 SMS信息采集子系统

sMS信息采集子系统可以监测SMS中Ic卡

总数、SMS中授权IC卡总数、SMS中未授权Ic卡

总数。

2．2后端控制中心

后端控制中心的数据库子系统负责监测所产生

的各种数据信息，中心数据信息处理子系统负责实

现对监测告警信息的处理、数据信息查询、系统功能

设定、系统界面管理、值班人员管理、报表管理、登录

权限和证书认证等，管理子系统负责对数据库子系

统、中心数据信息处理子系统的综合管理。

后端控制中心平台结构采用工业控制PC机、

服务器、软件实现，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 NT，

系统主要实现如下功能。

z．2．1实时监测功能

实时异态报警、非法频道报警、非法节目内容报

警、质量异态报警。

2．2．2 实时显示参数测量结果

将前端监测系统的实时分析结果上传显示RF

参数、TS流参数、视音频数据参数。 ，

2．2．3内容实时播放

基于采集编码子系统的MPEG4码流的实时播

放(CIF)、基于存储子系统的备份MPEG4码流的非

实时播放(重要节目)。

2．2．4历史数据分析

异态报警查询(非法频道报警、非法节目内容报

警、质量异态报警)、参数测量结果查询、历史录像内

容回放(故障TS流图像回放、基于存储子系统的历

史录像内容回放)、历史原始数据分析：故障的TS

流原始数据的上传后事后分析。

2．2．5报警与日志管理

对于出现的检测异常可以根据错误级别给出不

同的提示，对于ETR290的一级错误要连接外部音

响给出警告声音、每日操作记录要存盘并以生成报

表的形式，节目传输错误，包括同步／PID／PAT／

PMT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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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等待下次巡检到该频道时再经过判断是否静止，

如果不再静止则不记人报警，否则再次记人累加次

数，如此循环直到累加次数达到预设的报警次数阀

值就开始巡检通道的图像静止报警。

2．3．7监测扣调度指挥合二为一的系统平台技术

监测站产生告警信息传回到监测系统，监测系

统与调度指挥系统通过socket接口对接，并按照两

个系统之间规定的协议把告警信息传送给调度指挥

系统中的短信发布平台，该平台再把数据的内容提

取出来发送给显示屏和手机。从而实现系统信息实

时动态反馈给播出单位，达到科学高效的管理目标。

年度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广

电总局科技创新二等奖。

4结束语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各省都要建立广播电

视监测网和调度指挥系统，目前各省对建立怎样的

监测网和调度指挥系统尚处在探索研究阶段。因此，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调度指挥系统的建成对全国

的广播电视监测和指挥调度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全国各省的广播电视监测指挥调度系统的建设中

将具有极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3应用情况 ’考文献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调度指挥系统设计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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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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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MPEG4码流硬盘保存与网络传输

MPEG4码流实时存人本地硬盘、本地硬盘中的

MPEG4码流回放及传输、网络传输与远程控制(以

太网控制、TCP／IP协议、SNMP协议)、报警与日志

事件的传输。

2．2．7 SMS信息统计显示

sMS中IC卡总数统计显示、SMS中授权IC卡

总数统计显示、SMS中未授权Ic卡总数统计显示。

3结束语

数字电视监测系统从2006年开始投入试运行，

经过1年多的使用，系统基本能够实现数字电视节目

的解码、存储、监测和处理，并对数字电视播出信号

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信号错损监测，准确、实时反映

信号错损情况。

我国的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才刚刚起

步，相应的监测系统的仪器设备也在不断研究开发

中，本文建立的数字电视监测系统基本能够达到数

字电视监测的作用，但是对于更精确的监测，如码率

监测等，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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