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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通函 

CAR/217 
2006年4月28日

致国际电联会员国各主管部门 

事由： 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 

- 建议批准2份新课题草案和3份课题修订草案 

- 建议取消1项课题 

 

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在于2006年3月23和24日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2份新课题草案和

3份课题修订草案，并同意采用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第1-4号决议（见第3段）

关于在无线通信全会休会期间批准课题的程序。此外，该研究组建议取消1项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ITU-R第5-4号决议做出决议2的规定，有些新课题或课题修订草案

被确定为“/AP”类，由此类课题产生的建议书草案可以采用替换批准程序（ITU-R第45号
决议）。 

考虑到ITU-R第1-4号决议第3.4段的规定，请于2006年7月28日前通知秘书处

(brsgd@itu.int) ，贵主管部门是否批准这些课题。 

  这一期限过后，将以行政通函方式通报这次协商的结果。如果这些课题得到批准，它们

将享有与无线电通信全会批准的课题相同的地位，并将成为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的正式文

本。 
（见：http://www.itu.int/ITU-R/publications/download.asp?product=que06&lang=e）。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瓦列里·吉莫弗耶夫 
附件：6件 
– 2份ITU-R新课题草案，3份ITU-R课题修订草案和1项删除ITU-R课题的建议 

分发： 

– 国际电联会员国各主管部门 
–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工作的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工作的ITU-R部门准成员 
 

http://www.itu.int/ITU-R/publications/download.asp?product=que06&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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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来源：第6/262号文件） 

ITU-R第46/6号课题修订草案* 

用户对广播中声音和电视节目的数字制作、后期制作、 

录制和存档元数据的要求 
（2003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数字广播为音频、视频和其它电子媒体的制作、和后期制作、录制和存档所使用的

基础设施和方法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b) 数字制作和后期制作中数据编码与比特流的兼容有助于促进节目的交换与发射； 

c) 负责制定以比特流形式交换节目资料的统一标准的欧洲广播联盟（EBU）和电影电

视工程师学会（SMPTE）联合任务组所采用的术语，在广播和相关产业中获得了广泛的认

可。该任务组将数据流的组成成分分为基本内容、开销、元数据和封套； 

b) 自引入声音和电视录制技术以来，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为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录制和存

档提供基本信息的必要性，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引进，这一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因为数字

技术可通过计算机类支撑设备的实施各类智力产品的制作、后期制作、录制和存档不需考虑

存储信息的类型； 

c) 在数字节目存档时，这种需求的感觉尤为明显，这些节目不仅是广播（电视）公司

的主要资产，同时通常还是一个国家文化与生活方式永恒的记载； 

d) 显而易见，使用元数据是为录制节目内容提供足够信息的关键所在，并且它将对此

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录制声音与电视节目的国际交流方面。发挥这些作用的前提是元

数据被普遍使用且协调一致，例如，通过国际电联在认真研究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

建议书来实现这一目标； 

d)e) 元数据术语、格式和使用方式的统一可以提高其有效性，并降低误解、误用、丢失

和损坏的可能性；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电信标准化第9研究组注意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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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许多标准制定组织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组织所做的工作这一点需加以

考虑； 

f)g) 元数据对媒体资产管理系统至关重要，该系统在有效、及时地提供广播和其它电子

媒体业务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做出决定， 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如何定义元数据？ 

21 目前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元数据应具有哪些功能？ 

2 数字声音和电视节目的制作、后期制作、录制和存档过程中所使用的元数据应提供

哪些信息？ 

3 在这些节目数字存档时，是否要以元数据的形式对上述信息进行进一步的补充？ 

34 在制作、后期制作、录制和存档的环境中，如何 好的进行元数据格式化、存储和

传送？ 

45 是否存在能够对元数据结构、要素及其属性进行统一描述和定义的 佳数据模型或

模型集？ 

6 是否能够建议设定一个信息子集，在进行数字声音和电视节目国际交流时，总以元

数据的形式提供？ 

57 在制作和后期制作数字节目的制作、后期制作、录制和存档过程中，应采取何种程

序来确保相应元数据元数据的生成与维护？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通过与其它国际电联所属机构和非国际电联所属机构合作，用户将能够选择元数据

的存储格式、方法，元数据的传送方式以及与广播链上其它各阶段需求相适应的数据模型； 

2 如果可能，第6研究组应将对元数据的研究重点放在现有数据模型、格式、存储和传

送方法上； 

3 研究应涉及在节目和发射过程中加载元数据； 

4 研究结果应被纳入以一份或多份ITU-R建议书形式体现，并且 

5 以上研究应在20058年前完成。 

 

类别：S1/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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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来源：第6/263号文件） 

根据ITU-R第51号决议评估新课题草案 

 

 ITU-R负责该新课题草案的主题研究工作。目前其它机构并未就这一新课题的主题内

容开展工作，因此，该新课题草案符合ITU-R第51号决议做出决议1a)和1b)的规定。 
 

ITU-R新课题草案 [第 6/263号文件] 

旨在提高广播数字标准清晰度电视（SDTV）和高清晰度电视（HDTV）节目

感知图像质量的节目制作方法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世界上有些广播（电视）公司希望在不改变其视频信号规范的前提下，向用户提供

高感知图像质量的节目； 

b) 特别是HDTV广播在一些国家的使用以及具有HDTV图像质量的预制节目的出现，使

用户可以使用高清晰度（HD）的数字通用/视频光盘（DVD），这使广播（电视）公司更愿

意，为观众提供更高图像质量的SDTV节目，同时保持与现有SDTV接收机兼容； 

c) 可以通过接收机内部的信号处理，消除行结构的可见性与闪烁等问题，提高为公众

提供的节目的感知图像质量； 

d) 亦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演播室设备和信号处理方式，以兼容的形式来提高感知图像

的质量，以便改善图像的感知分辨率， 

做出决定， 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应推荐哪些技术手段和运营方式来提高广播SDTV节目的感知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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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将类似的技术手段和运营方式套用到以HDTV形式发射的节目上，以便进一步提

高感知图像的质量？ 

3 对于SDTV和HDTV节目的国际交流，应推荐使用何种技术手段和运营方式？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被纳入一份建议书或一份报告； 

2 以上研究应在2008年前完成。 

 

类别：S1/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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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来源：第6/264号文件） 

ITU-R第96/6号课题修订草案 

文件媒体资产管理领域和电视节目制作、录制节目制作和存档传送协议方面的

用户要求 
（1997-1999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节目内容的传送既可以使用连续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在不同制作和存储设备之间

断续传送文件的方式； 

b) 此类数据可以通过局域网和广域网来传送； 

c) 所有传送均需通过一系列操作来识别文件或流的发端与目的地； 

d) 在电视节目制作、录制和存档过程中必须考虑文件管理、传送协议和数据互连问

题； 

e) 必须提供公共设备控制接口，使用户能够方便地在不同供应商的制作与存储装置间

切换， 

做出决定， 应研究以下课题 

1 何种用户要求适用于保证及有界（见注1）质量传输所需的文件格式应？ 

2 何种用户要求适用于目前使用的链路协议（不同类别服务使用的协议、传输模式命

令、传输启动命令、传输阶段命令、被交换数据的格式、每个元素中位的数量、编码方案的

类型、信息的同步）？ 

3 何种用户要求适用于启动流控制的方法（两种装置之间的数据流、避免录制设备的

存储出现溢出等）： 

– 用于错误检测和控制； 

– 用于层间命令； 

– 用于机器控制；和  

– 用于文件管理的、不受平台影响的命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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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作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纳入一个或多个建议书； 

2 以上研究应在20068年前完成。 
注1 – “有界质量”这一术语用于描述一种传送方式，在这种传输方式中，有效负荷被从发

端传送到目的地，但真实完整的交付并没有绝对保障。传统的模拟视频在当今通过“资产

隙”（asset play）的方式以有界质量传送。此外，ITU-R BT.656建议书中提及的串型数字接

口传输的有效负荷数据，采用了有界质量的传输方式。通常，有界质量链路用于传输流形式

的实时内容。“保证交付”是指整个有效负荷都将到达目的地，而不会出现位错误，也不会

有物理链路故障。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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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来源：第6/272号文件） 

ITU-R第56/6号课题修订草案 

针对车载、便携和固定接收机的数字声音广播系统的特性 
（1993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一些国家对向车载、便携和固定接收机提供高质量立体声/多信道声音广播提供适当

的手段的呼声越来越高； 

b) 数字声音广播系统的技术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且一些系统已成功地进行了演

示； 

c) 现已表明，高级数字声音广播系统可以提高频谱和功率的利用效率，并且与传统的

模拟声音广播系统相比，它可以免受多径效应的影响； 

d) 通过设计，数字声音广播系统将允许在接收机内进行各广播波段的公共信号处理； 

e) 数字声音广播系统能够提供国家、区域和本地的地面服务； 

f) 如果能够设计出可以接收地面和卫星业务的公共接收机，对数字声音广播系统将大

有裨益； 

g) 通过配置，数字声音广播系统可以传输低比特率的节目，以抵消多个声音信道对质

量影响； 

h) 新数字声音广播系统将能够为与节目相关或无关的数据提供额外的设备； 

j) 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1992年，马拉加--托雷莫里诺斯)（WARC-92）请求前国际无

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把与地面数字音频广播相关的技术研究作为紧急问题处理，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针对车载、便携和固定接收机的数字声音广播系统的技术特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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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技术、经济、共享以及节目容量的角度来看，哪些甚高频/超高频（VHF/UHF）频

段 适合提供地面数字声音广播业务？ 

3 数字声音广播业务有哪些系统和业务要求？ 

4 适用于数字声音广播业务的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复用和调制系统有哪些？ 

5 正常、不正常和极不正常的传播，包括多径效应会对数字声音广播系统产生哪些影

响？ 

6 为防止不同数字声音广播业务之间以及与其它使用相同或相邻频段的业务产生相互

干扰，应采用何种保护比？ 

7 针对车载、便携和固定接收的国家、区域和本地覆盖所必须的规划标准是什么？ 

8 联合使用在同一频段工作的卫星与地面业务能获得哪些好处？ 

9 分集接收的使用会对提高移动车辆的数字广播系统使用效率产生何种影响？ 

10 分级调制信号的使用效率如何？ 

注 1 – 见ITU-R BS.774 建议书和 ITU-R BS.1114建议书，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纳入一份或多份建议书； 

2 以上研究应在20058年前完成。 

类别：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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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来源：第6/273号文件） 

 

根据ITU-R第51号决议评估新的课题草案 

 第6研究组负责该课题下各主题的研究工作。目前其它机构并未就这一新课题的主题

内容开展工作，因此，该新课题草案符合ITU-R第51号决议做出决议1a)和1b)的规定。  

  

ITU-R新课题草案 [第6/273号文件]*  
 

数字电视和声音广播规划程序的验证和核准测量方法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数字电视和声音广播的使用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而且已经对这些信号有固定的射

频（RF）监测的方法； 

b) 目前正在制定规划程序，以促进在现有射频环境下引入这些新系统； 

c) 这些规划程序是基于传播预测方法的使用以及从保护比中得出的经验； 

d) 各主管部门和/或广播（电视）公司需要对从数字电视和声音广播网规划流程中得出

的结果进行核准验证； 

e) 对数字电视和声音广播进行核准和验证的测试与测量方法及其设备还处在早期开发阶

段， 

注意到 

a) 国际电联几份建议书规定了参数、测量方法和现场勘定的方法，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何种无线电频率验证方法适用于数字电视和声音广播规划程序的核准和验证？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电信标准化第1研究组注意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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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纳入一个或多个建议书； 

2 以上研究应在2008年前完成。  

类别：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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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来源：第6/267号文件） 

建议删除ITU-R第117/6号课题 

用户对声音和电视节目数字录制和存档相关元数据的要求 

 

  在2006年3月召开的6J工作组会议上，ITU-R 第46/6号课题“用于广播制作和后期制作的

元数据”和ITU-R 第117/6号课题“用户对声音和电视节目数字录制和存档相关元数据的要

求”被合并到一个经修订的ITU-R第46/6号课题中，重点集中在用户对制作、后期制作、录

制和存档的各方面元数据的要求。 

  据此，ITU-R第117/6号课题“用户对声音和电视节目数字录制和存档相关的元数据的要

求”现已被取代。因此，6J工作组建议在ITU-R 第46/6号课题获得批准后，取消ITU-R第
117/6号课题。 

  秘书处注：可以通过下述URL在国际电联的网站找到ITU-R 第117/6号课题的案文： 

http://www.itu.int/itudoc/itu-r/publica/que/rsg6/117.html 

 

 

 

_______________ 

 

http://www.itu.int/itudoc/itu-r/publica/que/rsg6/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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