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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通函 

CAR/308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致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 

事由： 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 

  – 建议批准5项经修订的ITU-R课题草案 

  – 建议删除1项ITU-R课题 

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在2010年10月28日和29日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5项经修订的 

ITU-R课题草案，并同意采用ITU-R第1-5号决议（见第3.4段）规定的程序，在两届无线电通

信全会之间批准课题。此外，该研究组还建议删除1项ITU-R课题。 

考虑到ITU-R第1-5号决议第3.4段的规定，请您在2011年3月10日之前通知秘书处

（brsgd@itu.int）贵主管部门是否批准上述建议。 

在上述期限之后，将通过一份行政通函通报本次磋商的结果。如上述课题获得批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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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的正式案

文（见：http://www.itu.int/publ/R-QUE-SG06/en）。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瓦列里•吉莫弗耶夫 

 

附件：6件 

– 5项经修订的ITU-R课题草案，以及建议删除的1项ITU-R课题 

 

分发： 

– 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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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mailto:brsgd@itu.int
http://www.itu.int/publ/R-QUE-SG0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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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来源：6/253号文件） 

ITU-R第126/6号课题修订草案 

按照不同图像质量水平和、显示尺寸和屏幕宽高比的 

广播应用定制
1

电视节目素材的操作实践建议 

 （200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广播机构需要使它们的电视节目资料适应不同图像质量水平和、

显示尺寸和屏幕宽高比的广播应用； 

b) 为适应不同图像质量水平和、显示尺寸和屏幕宽高比的广播应用而对原始节目信号

进行的处理取决于这些应用能够为最终用户提供的图像分辨率以及它们的观看环境，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对定制不同图像质量水平和、显示尺寸和屏幕宽高比的电视广播应用（包括用于集

体、室内和室外观看的数字多媒体视频信息系统），如显示图像质量和展示环境方面有什么

限制？ 

2 为使电视制作在确定的限制内适应不同图像质量水平和、显示尺寸和屏幕宽高比的

广播应用，从而使播出的节目图像质量达到最优，能够向广播机构推荐哪些措施？ 

进一步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纳入一份（或多份）建议书和/或报告中，以涵盖这些不同的广播

应用； 

2 上述研究应在20112年前完成。 

 

建议类别：S2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在本案文中，动词“定制（to tailor）”是指使节目资料适合在广播业务应用中展示所需要的后期

处理操作，这种应用在图像尺寸分辨率、观看条件等方面不同于节目制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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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来源：6/263号文件） 

ITU-R第128/6号课题修订草案 

数字三维（3D）电视广播1 

（2008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现有的电视广播系统不能像自然的三维场景一样提供再生图像的完全感知； 

b) 三维电视可能有助于改善观众置身于再生图像中的体验，预计这将是传统室内和室

外观看条件下数字电视广播的一项重要应用； 

c) 电影业正快速向三维影片制作与显示过渡； 

d) 许多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可在三维电视广播中加以利用的各种新技术（如全息成像）

应用的研究； 

e) 新的数字电视信号压缩和处理方法取得的进展为正向真正实现多功能三维电视广播

系统奠定了基础的目标迈进； 

f) 制定三维电视系统全球统一的标准，涵盖数字电视广播的各个领域，将促进发展不

平衡的各国向三维电视的过渡，并防止非兼容标准的多元化； 

g) 有必要协调统一三维电视广播和非广播的应用，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用户对传统室内和室外观看条件下数字三维电视广播系统的需求是什么？ 

2 数字三维电视观看图像和收听伴音的条件要求是什么？ 

3 为实现三维电视广播的电视节目制作、后期制作、电视录制、存档、分发和传输，

现有或正在开发那些三维电视广播系统？ 

4 为有效重现三维场景，有哪些合适的图像捕获和录制方法？ 

5 通过现有的地面6、7和8 MHz带宽的频道或卫星广播业务频道进行三维电视数字信号

的广播，以进行固定或移动的接收，有哪些可行的方法（及其局限）？  

6 那些提供三维电视广播的方法与现有的电视系统是兼容的？ 

7 可以推荐用于三维电视广播的数字信号压缩和调制方法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应提请ITU-T第9研究组和ITU-R第4研究组注意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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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维电视工作室数字接口的要求是什么？ 

9 三维电视各种广播应用合适的图像和伴音质量水平是什么？ 

10 三维电视广播中可以采用的图像和伴音主观和客观评估方法有哪些？ 

同时决定 

1 应对上述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以便准备新的报告和建议书； 

2 上述研究应在20122015年前完成。 

 

类别：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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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来源：6/267号文件） 

ITU-R第40-1/6号课题修订草案* 

特高清晰度图像 

（1993-2002-2010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处于不同质量水平的电视技术可用于广播和非广播业务； 

b) 无线电通信部门正在研究一系列用于广播的电视系统； 

c) ITU-R一直在研究特高清晰度图像和大屏幕数字图像（LSDI）的扩展层并制定了

ITU-R BT.1201-1和ITU-R BT.1769建议书，前者提供了特高清晰度图像图像特性的指导原

则，后者提供了LSDI应用图像格式扩展层的参数值； 

d) HDTV技术与大屏幕显示已成为观众欣赏高质量节目内容的家用标准； 

e) 显示技术的进步将允许在家庭观看中采用大屏幕和特高清晰度电视显示； 

f) 通过显示更高清晰度的图像可提供超越HDTV的额外视觉体验，使观众获得更强烈的

现实感受； 

g) 具有此类特征的广播应用称为“超高清电视”（UHDTV），可视为特高清晰度图像

的一种； 

h) 一些主管部门正考虑在家庭引入UHDTV广播及改进的高效编码和发射技术； 

j) 某些广播相关应用（如计算机图形、打印、电影、数字多媒体视频信息系统）可望

具有特高的清晰度； 

k) 某些机构正在进行更高清晰度数字图像架构的研究工作，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应采用什么方式才能研制出适用于广播和非广播应用的特高清晰度的图像系统？ 

2 为给广播应用留有余地并使不同应用（包括用于集体、室内和室外观看的数字多媒

体视频信息系统）达到和谐同步，这种系统需要哪些特性？ 

3 应为这些系统的节目自制和交换确定哪类参数？ 

4 在采用特高清晰度图像的各个电视广播链（即获取、录制、收集、分发、发射和显

示）上，应建议那些特性？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注

意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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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 参见ITU-R BT.2042-1和ITU-R BT.2053-1报告，也参见ITU-R第15-2/6号课题。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纳入一份或多份报告和/或建议书； 

2 上述研究应在201215年前完成。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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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来源：6/284号文件） 

ITU-R第32/6号课题修订草案* 

广播系统不受来自有线电信系统发射的以及来自工业、科学和 

医疗设备的辐射以及短距离设备辐射的 

影响的保护要求 

（2002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使用电力线或电话线分配布线的新型电信系统正在研制当中； 

cb) 正在开发的此类新型电信系统数据速率为1 Mb/s以上至1 Gb/s，使用高频（HF）、甚

高频（VHF）和超高频（UHF）以及可能更高频段的载频； 

c) 一般而言，电力供应和电话线分布布线的设计和安装并不以尽可能减少射频辐射为

前提，因而线路难免会产生辐射； 

d) 此类系统产生的辐射可能会影响无线电通信系统，特别是低频（LF）、中频

（MF）、HF、VHF和UHF以及可能更高频段无线电通信系统的使用； 

b) 这些有线电信系统使用LF、MF、HF和VHF频段，并占用大量带宽； 

c) 这些传输线路不是为宽带信号传输设计和安装的，而且它们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辐

射； 

de) 正在根据不断增长的需求研发工业、科学和医学（ISM）设备和短程装置； 

ef) 这些系统的任何无用辐射和发射，都可能对广播业务的接收造成干扰； 

fg) 广播系统的设计考虑到内在的接收机干扰和外部无线电噪声，包括大气、人为和银

河噪声； 

gh) 有线电信系统的辐射和ISM设备及短程装置的发射，提高了人类无线电噪声的水平，

从而加剧了外部无线电噪声； 

hj) 外部无线电噪声的增长，导致了最低不稳定场强的增强和广播业务接收质量的下

降； 

jk) ITU-R P.372建议书描述了某类无线电噪声的水平； 

kl) 应保护广播业务的接收环境免受干扰，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电信标准化第5研究组、无线电通信第1、5研究组以及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

（CISPR）注意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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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各种广播系统在有线电信系统、ISM设备和短程装置造成的最

大允许场强水平方面提出了哪些干扰保护要求： 

1.1 广播系统的规划参数； 

1.2 广播接收天线与布线、ISM设备和短程装置之间的距离； 

1.3 人为噪声在未来几十年增长的可能性； 

1.4 接收机输入端多来源无用辐射的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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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报告中； 

2 上述研究应在20052012年前完成。 

 

注 1 – 亦见ITU-R第213/1、218/1和221-1/1号课题。 

 

类别：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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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来源：6/304号文件） 

ITU-R第132/6号课题修正草案*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规划 

（2010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许多主管部门已经在VHF（III频段）和/或UHF（IV/V频段）引入且其他主管部门正

在引入地面数字电视广播（DTTB）； 

b) 在实施DTTB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将有助于对适用于DTTB业务规划和实施的假定和技

术进行完善，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此类业务的频率规划参数是什么（包括但不限于）？ 

– 最小场强； 

– 调制和发射方法的影响； 

– 接收和发射天线特性； 

– 采用分集发射和接收方法的影响； 

– 位置校正值； 

– 时变值；  

– 单频网络； 

– 速度范围； 

– 环境噪声和其对地面数字电视接收的影响； 

– 潮湿植物对地面数字电视接收的影响； 

– 风力发电场和飞机（反射）颤动干扰对地面数字电视接收的影响； 

– 建筑物穿透损耗； 

– 室内位置变化？ 

2 对与从现有1数字电视调制参数向新的且频谱效率更高2的调制参数转换中的地面电视

广播网络规划有关的问题可能会有什么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课题涉及与实施地面数字广播业务有关的研究，不会影响到GE06协议和规划。 

1  如DVB-T（ITU-R DTTB B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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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同一个系统两个或更多的数字发射机、不同系统的数字电视和多媒体发射机或模

拟和数字电视发射机在以下情况下工作时，需要什么保护比？ 

– 在同频道内； 

– 在邻频道内； 

– 频道重叠； 

– 在其他可能产生干扰的情况下（如图像通道） 

4 就频谱利用效率更高的频率规划而言，应采用何种接收机特性（如选择性、噪声系

数等）？ 

5 保护电视广播业务不受共用频段或在邻近频段操作的其他业务的影响，需要什么保

护比？ 

6 可采用什么技术来减轻干扰？ 

7 地面电视广播业务规划要有效利用VHF和UHF频段，需要什么技术基础？  

8 在规划此类业务时，需要考虑何种多径特征条件？ 

9 在考虑现有业务的情况下，为协助实施地面电视广播，可对何种技术或规划标准进

行优化？ 

10 在不同速度采用移动接收时，需要考虑移动多径信道的何种特性？ 

11 在不同速度采用手持接收时，需要考虑多径信道的何种特性？ 

12 在信道中复用所需信号（包括图像、声音、数据等），有什么适当方法？ 

13 为防止误码，有什么适当方法？ 

14 在地面信道中广播数字编码的电视信号，有什么适当的调制和发射方法，其相关参

数是什么？ 

15 在考虑现有地面广播业务的情况下，什么是引入和实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业务的合

适战略？ 

16 有什么可向地面数字电视系统提供的其他无线电通信技术或应用，不同的应用可使

用哪些系统参数？ 

17 主管部门，特别是拥有共同边界的主管部门，从已有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业务向更

加先进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业务过渡时，可采用什么战略？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包括在一份或多份报告和/或建议书中； 

2 上述研究应在2015年前完成。 

 

类别：S3  

                                                                                                                                                                  

2  如DVB-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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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建议删除的课题 

 

 

ITU-R课题 标题 

31-1/6 数字地面电视广播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