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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能 进 纠错性能 类激光 音质 容 大 覆 范 广等 优点

孕育着新的巨大的市场商机 近年来欧洲及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试播
,

甚至进入商业化试运营
。

然而
,

由于广播仅占用有限的频率资源
,

研制中对频率
资源的不同占用方式导致了 不同的制式 以欧洲

一

为代表的专用频率

制式和以美国
一 一 一“ 为代表的带内同频道 制式

作为典型的 系统
, 尸

源于 世纪 年代末
,

到 年代初 已发展

相当成熟
。

经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标准化后
,

于 年秋在英国和瑞典正式投入使用

虽然专用频率信道的方式 已在一些国家中试用
,

但 盯
一

接收机的价格一直居高不

下
,

而且与现有
,

模拟广播不兼容
,

使
一

的推广和普及十分艰难
。

而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的 工 系统是在现有模拟广播发射系统的基础上
,

增加少

量设备和投资就可以实现数字音频广播 与当前正在使用的模拟广播电台使用相

同载波频率
,

依靠频率分隔和调制方式的不同
,

同播模拟和数字两种节 目
。

的显著

优点是 不仅兼容了原有的模拟广播频率
,

不需重新规划和分配新的频道 而且发射塔和天线

等都可以得到重新利用
。

年 月 日
,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正式批准了在

一 一

收到
, 一 一

改回

国家 自然科学专项基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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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和 日间 频段采用 技术进行数字声音广播的方案 呻
。

确保了对

距
, ,心频率 距中心频率

图 模式中
和 功率谱

图
一

模式中
功率谱

以平均斜率为 的 三角形功率谱密度为例
,

的总功率 , 为

· , 一 几二 ‘ 一 。
’ ‘

’‘’“ 。“ 一 ‘
·

‘ 凡二

则有
几 , 一

·

, 一

这表明
,

功率谱密度峰值位置低于总载波功率参考值 处
,

如图 中所示

的 一 的位置
。

两侧的 功率低于 总功率 假定 有 士 个副载

波
,

有效奈奎斯特带宽为
。

则 带宽中的 功率谱密度为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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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机基本结构和关键技术

图 是 发射机功能框图
。

音频源输出的模拟信号在演播室经过脉

冲编码调制
,

得到取样的离散化音频信号
,

一方面经过时间分集延迟 同

盯
,

后
,

采用 已有的模拟 激励器 处理和 高功率放大

谱掩蔽特性和时间掩蔽特性 编码时降低信号的冗余度 在解码时可以重建 欧洲

采用了掩蔽型 自适应通用子带综合编码和复用 方法
,

即 声音标

准的 即 而 采用 了 发明的更为先进的感知音频编码

专利技术 ‘ 一‘
。

在综合了 先进音频编码 即 等

许多现代音频编码算法的基础上
,

对平稳信号
,

采用包含高分辨率 滤波器的增强型滤

波器阵列技术 对非平稳信号
,

采用小波变换技术
。

提供 到 的音频信号

带宽
,

采用高达 的压缩比对数据率为 的 进行编码
,

使得音频音质在各种比特率

下得到显著提高
,

可与 音质相 比
。

图 所示是基于 方法的编码器原理框图 滤波器阵列采用改进离散余弦变

换 和时域混叠抵消 技术将时域 输入信号分解成亚取样频谱分量
,

变

为系统内部的频域信号
。

然后采用时域噪声整形 技术对频谱进行同址滤波
,

使编码器对

量化噪声的细微时域结构进行控制以充分利用掩蔽效应
。

高数据率的多声道信号可以采用强度

藕合进行联合立体声编码
,

低数据率时 编码器采用中间信息 和旁边信息 代

替 和 的方法进行 立体声编码
。

在长变换块中采用预测器来预测连续各帧音频数据频

谱分量的 自相关性
,

用预测残差代替 目标频谱系数输入到量化器中
,

可以进一步降低静态信号

的冗余
,

显著提高编码效率
。

量化器采用非线性量化和 内环
、

外环两层迭代循环来实现最佳量

化 量化后的频谱值
、

差分 比例系数和方向信息等使用霍夫曼 任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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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纠错的前向纠错编码与交织技术
在 中采用了码率兼容删除型卷积码

, ,

‘ 充分利用了

信道干扰的非均匀特性
,

使得不同重要性的数据相应于不同的差错保护类型
,

使用不同的删除

矢量
,

实现了不等差错保护 图 是一个基于存储深度为
、

约束长度为 和 “ 二 状态的

编码器原理图
。

在给定的逻辑帧期间
,

若送入卷积编码器 个比特的码矢量 ,

厨
,

则编码器产生码字
, 、, ,

, ,

尤
, , ,

尤
,‘

雪
,

其中

,‘ , 。 一 、一 ① ‘一 卜
, , 、 ① ‘一 卜 ‘一 卜

,‘ 、。 、一 、一 、一 , , 、 、。 ‘一 ① 一 卜 卜

式中

、

个子

确定的规则进行删除 外 外 ⋯ 饰 串行母码 的后 采用删

除矢量 进行删除
,

即可得到 的尾部 比特
。

编码率

二
,

随着不同的删除矢量 对应不同的 值 而变化
,

实现了码率兼容删除型卷

积编码
有人对互补对删除卷积码 畔 的构造方法进行了研究和仿真 另外

,

通过对各种编

码方法的比较可知
,

无论调制方式 单载波或多载波 与信道 或多径 特性如何
,

编码 , 叫 将提供接近最佳的特性

移动无线电信道的传输函数在相对宽的时域和频域范围内具有好的传输质量 而在相对窄

的范围具有大的传输衰减和很大的群时延失真
,

时常出现信号中断 为了使被解码的比特序列

中的差错分布均匀
,

提高信道编码的纠错能力
,

采取了时间交织和频率交织技术
。

值得注意的

是
,

中调谐时间与交织深度不可兼得 深度交织增强信号的鲁棒性
,

但使调谐时间延长

短交织可以快速调谐
,

却会使音频信号中断

先进的 调制技术

在要求传输的总数据率 和射频总带宽 都相同的情况下
,

若采用多载波 假设为

个 在 的时间里同时传输 个符号
,

则每个载波的带宽为
,

数据率为
,

符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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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期
·

冗
·

而基于模拟单载波窄带传输方法的模拟制式广播的符号持

口口口

图 调制器原理图 图 构成的 调制器方框图

系统参数 如副载波数 目
、

载波频率间隔
、

保护间隔和符号持续期等 的选择是非

常关键的
。

表 和表 分别归纳了美国 公司的 系统中

包括 模式和
一

模式下的频率分配
、

副载波和功率谱密度等之

间的关系 阳 ,
,

其中的载波间隔 △ 二
,

副载波计数从 。到 士 文献 」较详

细地讨论了 的各种工作模式
、

逻辑信道和频率分配等问题

表 包括 模式频谱和副载波分配表

数数字边频频 频率分区区 副载波范围围 副载波频率范围 频带宽度度 功率谱密度度
数数数目目目 距中心频率 副载波

第第一上主边频频 到 到 一

第第一下主边频频 一 到 一 一 到 一 一

第第一上扩展边频频 到 到 一

第第一下扩展边频频 一 到 一 一 到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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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模式频谱和副载波分配表

数数字边频频 频率分区区 副载波范围围 副载波频率范围 频带宽度度 功率谱密度度

数数数目目目 距中心频率 。 副载波

第第一上主边频频 到 到 一

第第一下主边频频 一 到 一 一 到 一 一

第第一上扩展边频频 到 到 一

第第一下扩展边频频 一 到 一 一 到 一 一

第第二上主边频频 到 到 一 , 一 , 一 , 一

第第二下主边频频 一 到 一 一 到 一 一 , 一 , 一 , 一

第第 上扩展边频频 到 到

解 解交织日音频解 解

一

一

一

图

一

距
,
心频率

图 接收机功能框图 第一邻频道对主频道的干扰频谱图

第一邻频道干扰消除技术
大量的模拟和分析表明

,

工作于 模式的 中的数字边带 信号

位于距模拟主 中心频率 到 之间时
,

对其模拟主 性能影响最小 但是
,

相邻频道之间的干扰却总是存在的 图 显示了基于频道间隔为 体制的第一邻频道 距

主 中心频率 处
,

虚线部分 对于主 频道 实线 的干扰情况 尽管规定

电台的地理位置的分布应当保证接收的干扰频道功率值至少低于接收的主电台覆盖边缘期望功

率值 即 全
,

但是第一邻频道对于主 频道中数字边带的干扰是毁灭性的 图

中虚线三角形全部覆盖了主 的上数字边带部分 其实干扰是相互的 主 中的实线三

角形也同样覆盖了虚线的下数字边带 同样
,

如果考虑到距 中心频率 处的邻频道

干扰
,

则主 频道中下数字边带部分也将全部被干扰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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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第一邻频道干扰
,

首先应当采用冗余的数字双边带传送技术
,

尽管会使传输容量和

速率降低
,

但可以显著地减少或消除第一邻频道干扰
。

同时
,

研究表明
,

只要保证电台的频道

分割和地理布局最优化
,

就不可能同时出现 土 第一邻频道干扰
,

这就可以保证数字双

中 有 个边 未 其 扰 信道编 采用 在每个数字边

图

损伤信 ‘步

备份信 号
数字信 弓

,卜厅厅 哪哪 门门门
哑哑熟 圆困困

发射了
‘

、乡

备份信 号
数字信号

口口口 阔阔
旦鱼如 口口口口 门门

交

叉叉叉叉 丈丈匕匕
一一

月月月月月月
一一

尸尸尸尸
一一

二二二
「 里, ,,尸 互 , 气气尸 尸

月
,, 了 , , , ,,

接收了
’

,乡 一 一 一 一

图 音频混合和时间分集延迟原理图

严重损伤导致信道丢失地 自相关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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