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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事件处理：个性化IPTV服务的总体方面 

 

 

 

摘要 

个性化网际协议电视（IPTV）业务是应用事件处理的一个例子。在最终用户的许可下，

允许服务提供商提供个性化业务，例如，内容推荐、个性化用户接口、个性化广告和一些交

互式业务。该应用可以基于现有的IPTV架构来实现，以帮助提供各种各样的IPTV个性化业务

（PS）。 

ITU-T H.741.5建议书研究了个性化IPTV业务的需求，并描述了若干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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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是从事电信、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

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

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

“必须”等其它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

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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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H.741.5建议书 

应用事件处理：个性化IPTV服务的总体方面 

1 范围 

本建议书规定了个性化IPTV业务及其需求、生命周期和用例。个性化IPTV业务可通过

优化观众体验来提高IPTV用户活跃度，从而帮助IPTV服务提供商提升IPTV市场份额。 

2 参引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他参引的条款，通过在本文本中的引用而构成当前建议书的条

款。所注明版本在出版时有效。所有的建议书和其他参引均会得到修订，鼓励本建议书的所

有使用者查证是否有可能使用下列建议书或其他参引的最新版本。当前有效的ITU-T建议书

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引用的文件自成一体时不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ITU-T H.705.1] ITU-T H.705.1建议书（2023年），基于开放业务能力的IPTV业务平台功

能架构的分层规范。 

[ITU-T Y.1910] ITU-T Y.1910建议书（2008年），IPTV功能架构。 

[ITU-T Y.3531] ITU-T Y.3531建议书（2020年），云计算 – 机器学习即服务的功能需求。 

3 定义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使用了下列他处定义的术语： 

3.1.1 应用（application）[b-ITU-T Y.101]：一组结构化的功能，提供由一项或多项业务支

持的增值功能。 

3.1.2 应用事件（application event）[b-ITU-T H.740]：一个应用事件指的是IPTV应用中与

多媒体内容相关的每一次用户交互或事件。它包括来自事件通知业务的紧急事件。 

3.1.3 内容（content）[b-ITU-T T.174]：编码的通用值、媒体或非媒体数据。 

3.1.4 内容提供商（content provider）[ITU-T Y.1910]：拥有或被许可销售内容或内容资产

的实体。 

3.1.5 电子节目指南（electronic programme guide (EPG)）[b-ITU-T H.721]：一种业务导航

应用，专门用于预定的线性节目。 

注 – 在一些传统的广播业务中，EPG被定义为用于显示预定直播电视节目信息的屏幕指南，允许观众

按时间、标题、频道和流派导航、选择和发现节目。这一传统定义不包括点播和下载业务的“目

录”（有时称为电子内容指南（ECG）、宽带内容指南（BCG））和终端用户与服务器或前端交互

的双向互动业务（有时称为互动节目指南（IPG））。 

3.1.6 最终用户（end-user）[ITU-T Y.1910]：产品或业务的实际用户。 

注 – 最终用户消费产品或业务。最终用户可以选择成为订户。 

3.1.7 最终用户行为信息（end-user behavioural information）[b-ITU-T H.741.0]：观众测

量信息的一部分，包括“应用事件”和/或“最终用户背景”。“应用事件”是反映IPTV业

务最终用户行为的信息。“终端用户背景”是与生成“应用事件”时的情况相关的信息。 



 

2 ITU-T H.741.5 建议书（04/2024） 

3.1.8 最终用户信息（end-user information）[b-ITU-T H.741.0]：“最终用户信息”是关于

IPTV业务最终用户的信息。它包括“识别最终用户信息”和“非识别一般用户信息”。 

3.1.9 IPTV[b-ITU-T Y.1901]：经由基于IP的网络提供的电视/视频/音频/文本/图形/数据等

多媒体业务，设法支持所需的服务质量（QoS）/体验质量（QoE）、安全性、交互性和可靠

性水平。 

3.1.10 IPTV终端设备（IPTV terminal device）[b-ITU-T Y.1901]：机顶盒等具有IPTV终端

功能（ITF）功能性的终端设备。 

3.1.11 线性电视（linear TV）[b-ITU-T Y.1901]：指的是一种电视业务，当中的连续流实时

地从服务提供商流向终端设备，并且最终用户不能控制所观看内容的时间顺序。 

3.1.12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b-ITU-T Y.3172]：使计算系统能够理解数据并从中获

取知识的过程，而不一定需要显式编程。 

注1 – 该定义改编自[b-ETSI GR ENI 004]。 

注2 – 监督机器学习和非监督机器学习是机器学习类型的两个例子。 

3.1.13 机器学习模型（machine learning model） [b-ITU-T Y.3172]：通过将机器学习技术应

用于要学习的数据而创建的模型。 

注1 – 机器学习模型用于对新的（未经训练的）数据进行预测（例如，回归、分类、聚类）。 

注2 – 机器学习模型可以以软件（例如，虚拟机、容器）或硬件组件（例如，物联网设备）的形式，

以可部署的方式来封装。 

注3 – 机器学习技术包括学习算法（例如，学习将输入数据属性映射到输出数据的功能）。 

3.1.14 隐私（privacy） [b-ITU-T X.800]：个人控制或影响可以收集和存储哪些与其有关之

信息以及由谁和向谁披露这些信息的权利。 

3.1.15 业务（service）[b-ITU-T Y.101]：旨在支持应用的一组结构化功能。 

3.1.16 服务提供商（service provider）[b-ITU-T M.1400]：泛指根据资费或合同向客户和其

他最终用户提供电信服务的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可能运营也可能不运营网络。一个服务提供

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另一个服务提供商的客户。 

3.1.17 终端设备（terminal device (TD)） [b-ITU-T Y.1901]：通常呈现和/或处理内容的最终

用户设备，例如，个人计算机、计算机外围设备、移动设备、电视机、监视器、VoIP终端或

视听媒体播放器。 

3.1.18 视频点播（video-on-demand (VoD)）[b-ITU-T Y.1901]：指的是一种业务，通过它，

最终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和观看视频内容，并且最终用户可以控制观看视频内容的时间顺

序（例如，能够开始观看、暂停、快进、倒回等）。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定义了下列术语： 

3.2.1 弹幕（bullet-screen）：实时评论，例如，文字、句子、网页链接，或者甚至是来自

观众的图片和视频，像子弹一样地飞过屏幕。 

3.2.2 特征向量（feature vector）：一组特征的数字表示，由特征值及其权重组成。 

3.2.3 个性化IPTV业务（personalized IPTV service）：指的是一种业务，它在获得用户许

可的前提下，通过收集、整理和分类用户相关的信息，向用户提供和推荐节目，以满足用户

偏好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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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用户特征（user feature）：从用户配置文件中提取的一组标签，通常由能够描述用

户特性的关键词组成。 

3.2.5 用户标签（user tag）：用户信息属性及其值（标签值）的抽象分类和概括。 

3.2.6 用户画像（user portrait）：从用户信息数据和行为数据等信息中提取的、带有用户

标签的用户模型。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采用了下列缩写和首字母缩略语： 

API 应用编程接口 

EPG 电子节目指南 

IPTV 网际协议电视 

ITF IPTV终端功能 

QoE 体验质量 

QoS 服务质量 

PS 个性化业务 

VoD 视频点播 

5 惯例 

在本建议书中： 

– 关键词“要求”（is required to）指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若宣称合乎本建议书，则

不得有任何偏差。 

– 关键词“建议”（is recommended）指建议的要求，而非绝对的要求。因此，宣称

合规不必包括此项要求。 

– 关键词“功能”（functions）被定义为功能的集合。在IPTV架构背景下，它由以下

符号来表示： 

 

– 关键词“功能块”（functional block）被定义为一组功能，在本建议所述的详细程

度上没有做进一步细分。在IPTV架构背景下，它由以下符号来表示： 

 

注 – 未来，其他小组或其他建议书可能会进一步细分这些功能块。 

功能 

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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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概述 

个性化IPTV业务可以提供适合用户的特殊业务。通过收集和处理来自IPTV系统的数

据，可以提供各种各样个性化的IPTV应用。例如，智能电子节目指南（EPG）为不同的用户

展示不同的内容。它在显著位置显示用户可能喜欢的节目，以便用户可以方便地点击和观

看。智能搜索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检索他们想要观看的内容，即使他们不知道搜索词。它还可

以提供增强的交互和优化的体验，这有助于使IPTV业务更加有趣和更有吸引力。 

图6-1概述了个性化IPTV业务系统。 

 

图6-1 – 个性化IPTV业务系统概述 

个性化业务（PS）系统由数据收集功能块、数据处理功能块和数据应用功能块组成。 

7 需求 

7.1 一般需求 

个性化IPTV业务具有提供各种各样IPTV个性化业务的功能。 

带有个性化业务的IPTV架构被称为PS架构。 

GR-01：要求PS架构为最终用户显示个性化页面。 

GR-02：要求PS架构为节目提供标题、参考、流派、关键词、导演、演员、评级、评论等。 

GR-03：要求PS架构显示不同流派的节目排序列表。 

GR-04：考虑到不同最终用户的不同隐私敏感性，要求PS架构提供禁用建议的选项。 

GR-05：要求PS架构支持最终用户选择推荐的内容，例如，要求推荐某一类型或屏蔽推荐某

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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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06：建议PS架构支持社交网络功能。建议PS架构支持最终用户分享节目或评论并相互关

注。 

GR-07：要求PS架构支持不同的用户模式，例如，正常模式、儿童模式和老人模式。 

GR-08：建议PS架构支持外部接口应用编程接口（API），以便支持广告主的定向广告、社

交网站或应用以及第三方数据导入。 

GR-09：要求PS架构具有针对用户数据使用的授权功能。要求系统可用的数据范围由最终用

户来选择。 

GR-10：要求PS架构通过加密或脱敏来保护最终用户的信息，以确保用户数据不被泄露或篡

改。 

7.2 对带PS的IPTV业务的要求 

SR-01：建议带有PS的IPTV系统推断最终用户的兴趣和偏好，并在EPG上向最终用户提供最

有可能感兴趣的节目。 

SR-02：建议带有PS的IPTV系统支持最终用户点击每个演员或导演姓名对应的超链接，以转

到详细信息页面，它将提供演员或导演的简介及其所有作品的链接。 

SR-03：要求带有PS的IPTV系统允许最终用户订阅和收藏节目。 

SR-04：要求带有PS的IPTV系统允许最终用户对节目进行评级。 

SR-05：建议带有PS的IPTV系统支持最终用户对节目进行评论。建议评论分为点赞、再评论

和分享。 

7.3 对IPTV终端设备的要求 

TDR-01：建议IPTV终端设备具有最终用户可以开启或关闭个性化IPTV业务的功能。 

TDR-02：建议IPTV终端设备具有收集和报告用户操作数据的功能，最终用户可以开启或关

闭带有隐私信息的应用事件通知。 

TDR-03：要求IPTV终端设备具有生成和通知应用事件的功能。 

TDR-04：要求终端设备性能良好，能够支持用户数据的实时收集和上载。 

7.4 对IPTV服务提供商的要求 

SPR-01：要求IPTV运营商在请求用户许可时，向用户提供详细的隐私政策和有关数据收集

和使用的描述性信息，以便用户决定是否使用个性化业务。 

7.5 对IPTV架构的要求 

AR-01：建议IPTV架构支持多个PS服务提供商。 

AR-02：建议IPTV架构允许IPTV运营商选择其PS服务提供商。 

AR-03：建议IPTV架构来支持PS功能的通信和监视。 

8 IPTV架构与个性化IPTV业务 

图8-1提供了[ITU-T Y.1910]中定义的、支持个性化业务的IPTV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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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 根据[ITU-T Y.1910]的、带个性化业务架构概述的IPTV 

在[ITU-T Y.1910]定义的IPTV功能架构基础上，增加了PS数据收集功能块、PS数据处理

功能块和PS数据应用功能块，以实现带有个性化业务架构的IPTV。 

PS数据收集功能块被添加到应用客户端功能、IPTV应用功能、应用配置文件功能块、

内容准备功能、业务用户配置文件功能块以及内容和元数据源，以收集PS使用的相关数据。 

PS数据处理功能块被添加到应用配置文件功能块，以处理由PS数据收集功能收集的数

据。 

PS数据应用功能块被添加到IPTV应用功能，以实现IPTV个性化业务。 

有关IPTV业务平台分层架构的详细信息，请参见[ITU-T H.705.1]。 

8.1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功能块收集原始数据，包括结构化、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参见[ITU-T 

Y.3531]第6.2节）。将收集关于程序和用户的数据，并用作整个系统的基础。 

数据收集功能块可以在IPTV架构的以下模块中收集数据，参见图8-1： 

– 最终用户功能中的应用客户端功能 

– 应用功能中的IPTV应用功能 

– 应用功能中的应用配置文件功能块 

– 应用功能中的内容准备功能 

– 业务控制功能中的业务用户配置文件功能块 



 

  ITU-T H.741.5 建议书（04/2024） 7 

– 内容提供商功能中的内容和元数据来源 

8.2 数据处理 

由于原始数据通常是杂乱、重复和不完整的，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处理，以应用于机器学

习模型和工具。数据处理功能块处理数据，以提高机器学习性能或从数据中创建有意义的信

息（参见[ITU-T Y.3531]第6.2节）。关于节目和用户的数据将得到处理，并作为个性化算法

模型的输入。 

经过数据处理，会得到节目画像和用户画像。基于节目画像，可以构建节目特征属性和

特征向量。类似地，可以获得用户的特征属性和特征向量。 

数据处理功能块可以嵌入在 IPTV架构应用功能中的应用配置文件功能块中（参见 

图8-1）。 

8.3 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功能块为用户提供多种个性化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用户体验。数据应用包括

智能EPG、智能搜索、增强的交互和优化的体验。数据应用功能块可以嵌入到IPTV架构的

IPTV应用功能中，参见图8-1。 

9 个性化IPTV业务生命周期 

个性化IPTV业务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 

1) 获得最终用户和IPTV服务提供商的许可： 

a) 最终用户主动开启业务。 

b) IPTV服务提供商已经开启业务并收到了来自最终用户的许可。 

2) 数据收集功能块收集和存储数据。 

3) 数据处理功能块处理和计算数据： 

a) 基于节目的信息数据构建节目画像。 

b) 基于节目画像构建节目特征向量。 

c) 基于用户数据构建用户画像。 

d) 基于用户画像构建用户特征向量。 

4) 数据应用功能块实现个性化业务。 

图9-1显示了个性化IPTV业务的生命周期。 

 

图9-1 – 个性化IPTV业务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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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个性化IPTV业务的用例 

（本附录非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I.1 智能EPG 

智能EPG不仅是一种传统的电子节目指南业务，也是观众进入数字电视的一个入口。随

着互动电视和增值业务的发展，EPG不再是基于简单的表格式节目介绍，而是一套完整的电

子节目运营系统。 

智能EPG应支持以下功能： 

– 多维的EPG信息：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标签来快速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和内

容。 

– 丰富的EPG信息：用户可以看到更详细的电视节目数据，例如，海报、导演、嘉宾

等信息。 

– 多样化的EPG互动功能：例如，收藏、预约、评论、分享等。 

– 个性化的EPG信息：为不同的用户呈现不同的EPG界面。 

I.1.1 个性化EPG模板 

通过可视化编辑工具，操作员可以设计和调整EPG。 

以用户终端为例，系统利用终端分组功能为用户进行业务分流。终端分组计算条件包括

终端版本号、区域、IP号段、购买的产品、用户设备标签、用户来源等。一个终端组绑定一

个业务号。业务号用于表示终端业务。终端业务可以包括主页推荐UI界面、媒质资产分类界

面、频道列表、产品订购、黑白媒质资产列表等。业务号通过树形结构实现业务继承和定

制。也就是说，一个主业务号可以包含多个子业务。每个子业务继承上一级业务的所有内

容，并根据本级子业务的特性进行个性化定制。 

– 用户终端开机后，通过用户的属性来计算终端组。然后找到对应的业务号或者子业

务号。 

– 通过该业务号或子业务号来获取业务数据，以完成用户界面（UI）呈现和业务流

程。 

– 对于新的业务号，如果是子业务且没有配置数据，则自动查找父业务数据，并自动

继承终端业务。 

– 当新的业务号和子业务号被继承时，可以根据相似性从另一个用户组调整内容。新

的父业务号的所有参与方的权重之和是100%，新的子业务号的所有参与方的权重之

和是100%，这是继承部分与父业务号之间的差。 

– 整合有关新业务号或子业务号的所有内容。 

图I.1显示了个性化EPG模板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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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 – 个性化EPG模板的流程 

I.1.2 基于内容的推荐 

– 智能推荐线性电视：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基于直播时间表和节目关联的标

签，在不同时段为用户推荐频道。 

– 智能推荐视频点播（VOD）：通过用户的观看偏好形成用户画像，以个性化主页、

专栏页、详细信息页和其他推荐网站上的内容。系统可以通过后台配置来定制固定

推荐位和个性化推荐位，还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行为和爱好自动创建推测栏目。 

– 线性电视到VOD推荐：系统可以根据线性电视内容，例如，演员、导演、朋友等，

推荐相关的VOD内容。 

– 关联推荐：用户在观看线性电视或VOD节目时，系统可以智能推荐与节目关联的广

告，并实现一键跳转。 

– 热点推荐：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的热门VOD视频内容或热门演员、导演等数据，系

统实时向用户推荐不同维度的视频节目，例如，热门内容（前十名热门电影）、热

门演员（前十名热门演员）、热门导演（前十名热门导演），以便用户能快速找到

实时的热门内容。 

– 分组推荐：系统支持将用户分为组，以实现为不同分组中的用户差异化地推送业

务。 

– 人工干预推荐：系统支持对推荐的内容进行人工干预，对节目时间、类型、主题等

维度进行人工内容过滤，并引入算法模型来实现节目内容推荐。人工干预推荐内容

支持可视化框架下的页面呈现，并支持权重设置。 

I.2 智能搜索 

I.2.1 个性化搜索 

PS架构（在下文中，使用“系统”而不是“PS架构”）可以支持挖掘用户的搜索偏

好，基于不同的偏好对用户进行分组，并推荐具有相似品味的搜索关键词，这可以帮助用户

快速找到他们可能感兴趣或想要搜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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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2 多语言搜索 

PS架构支持多语言搜索。搜索框支持多语言输入，系统根据输入的语言返回结果。 

I.2.3 模糊搜索 

PS架构支持通过初始输入进行关键字的模糊匹配。当用户输入首字母时，EPG显示满足

用户选择要求的下拉列表。 

I.2.4 热门议题搜索 

为了提高搜索效率，PS架构提供了热门主题供用户选择和搜索。 

I.2.5 热门议项搜索 

PS架构在搜索框下提供了10大热门电影和10大热门演员的搜索建议。当用户无法确定搜

索关键词时，可以点击热门项的关键词来搜索。 

I.2.6 标签搜索 

PS架构支持用户使用标签搜索爱情、喜剧、动作等内容。当用户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内

容时，可以通过点击标签来快速找到自己想看的内容。 

I.3 增强的交互 

I.3.1 实时通知推送 

PS架构支持实时通知推送。系统支持设置响应级别和通知的推送范围。通知支持图形显

示和跳转链接。 

通知包括以下类型： 

– 剧集提醒：系统支持在用户关注的剧集有更新时提示用户观看。 

– 营销活动提示：当系统有适合用户的活动时，系统支持通知用户参与。 

– 产品推荐：系统支持根据用户喜好推荐付费产品。 

– 缴费通知：当用户欠费时，系统可以及时提醒他们。 

– 主页弹出窗口：当用户进入主页时，将显示消息弹出窗口。可以在系统中配置消息

弹出窗口。主页弹出窗口是强制显示的，不会自动关闭。用户需要手动点击确定

（OK）按钮来关闭它。对于每一批提醒消息，用户看到并点击确定（OK），弹出

窗口被视为用户已知，系统在当前提醒周期内不会为该用户弹出。 

I.3.2 节目预订 

– 线性TV：当用户进入线性TV频道列表并选择尚未播放的节目时，会弹出一个窗口询

问是否设置提醒。用户可以添加多个节目提醒，并可以在个人设置中管理提醒时

间。 

– VOD：对于即将开播的新剧集或热门剧，用户可以通过预约功能实现新剧集上线或

热门视频内容上线的弹窗提醒。对于用户喜欢的视频，当视频有更新时，系统会自

动提醒用户观看。 

I.3.3 弹幕 

PS架构支持弹幕。用户可以选择输入内部视频或外部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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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一个IPTV内部视频作为弹幕，当用户点击弹幕时，弹幕引用的视频将以画中

画的形式在当前视频上播放。用户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弹幕视频，实现画中画模式的多路视频

播放。主视频和画中画视频可以切换。 

如果选择外部视频链接作为弹幕，当用户点击弹幕时，会跳出提示链接，用户可以跳转

到弹幕指向的站外视频地址。 

I.4 优化的体验 

I.4.1 多窗口回放 

多窗口播放为用户提供了同时观看多个视频的功能。它为用户监视多个频道的视频或比

较不同的视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多个播放窗口可以以多种方式排列，包括平铺窗口、重叠不同大小的窗口等。每个窗口

的视频都可以交换。 

实现直播多窗口功能的第一种方法是将不同的直播频道整合到同一个视频流中。这样就

把电视屏幕分割成不同的小屏幕以独立显示直播内容。该功能需要得到前端设备或机顶盒的

支持。 

实现直播多窗口播放功能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机顶盒同时解码多个直播视频流。这样就

把电视屏幕分割成不同的小屏幕以独立显示直播内容。该功能需要机顶盒支持。 

I.4.2 跨屏交互 

添加收藏夹跨屏：用户在不同终端上使用统一账号登录后，可以添加、删除和管理收藏

夹文件夹。该系统允许用户在不同终端上浏览和删除收藏夹列表，并在不同终端上登录后生

效。 

断点续播跨屏：同一用户登录不同终端后，未在不同终端上观看的视频内容可以在电影

未看完的位置播放。系统允许用户在不同终端上浏览和删除续播历史列表，在不同终端上登

录后生效。 

社交分享：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平台与他人分享自己观看或喜爱的影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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