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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知识

第一节　广播的诞生

广播诞生于20世纪初，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的新闻

传播工具。通过无线电波传送节目的称无线广播，通过导线传送节

目的称有线广播。广播的优势是对象广泛，传播迅速，功能多样，感

染力强；短处是一瞬即逝，顺序收听，不能选择，语言不通则收听困

难。近百年来，尽管许多新媒体，如电视、互联网等不断兴起，尽管

面对着与各种媒体的激烈竞争，但广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收听率和

生命力。特别是在农村牧区，由于其接收方便的特点受到广大群众

的喜爱。

从传输手段来看，广播可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无线广播

按其声音的调制方式可分为调幅广播和调频广播两大类。所谓调幅

广播就是用无线电波幅度的变化来模拟声音的大小。有线广播则是

利用电缆或光缆传输广播信号入户的广播方式。

从历史上看，有线广播先于无线广播问世。1893年，匈牙利人西

奥多普斯卡把布达佩斯的700多条电话线连接起来，用于播出新闻，

这就是有线广播的雏形。1906年美国科学家从实验室用无线电波进

行了首次广播，标志着人类利用无线电传送声音信息的开始。随后，

广播在美国高速发展，研制出了无线广播的收听设备——收音机。

从此，广播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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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播的发送原理

广播电台播出节目是首先把声音通过话筒转换成音频电信号，

经放大后被高频信号（载波）调制，这时高频载波信号的某一参量随

着音频信号作相应的变化，使要传送的音频信号包含在高频载波信

号之内，高频信号再经放大，然后高频电流流过天线时，形成无线电

波向外发射，无线电波传播速度为3×108m/s，这种无线电波被收音机

天线接收，然后经过放大、解调，还原为音频电信号，送入喇叭音圈

中，引起纸盆相应的振动，就可以还原声音，即是声电转换传送——

电声转换的过程。广播的发送分三个频段：

中波的频率（高频载波频率）规定为525~1…605kHz（千周）。

短波的频率范围为3…500~18…000kHz。

调频的国际标准频段为87~108MHz的甚高频波段。

二、广播节目的录制

广播节目的录制一般在播音室。播音室是指在声学上经过处理

的、供播出和录制广播节目用的专用房间。播音室要求有较好的隔

音条件，要有必要的防振设施，以防止固体传声。室内的天花板及墙

壁应按照要求的混响时间及扩散声场的指标设置多种不同的吸音材

料和扩散体。

根据不同的用途，播音室的面积可分为15～80m2不等。语言播

音室的面积一般在30m2以下，混响时间为0.4～0.5s。文艺播音室面积

较大，按演员的人数和节目的性质设计不同的面积和不同的混响时

间。在利用多声道录音后期加工工艺的演播室中，为了增加每个声道

间的分隔能力和保留后期加工的余地，则要求设置强吸声、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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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其混响时间均控制在0.5～1s，与演员人数和节目性质等无

关。

混响室要求为具有较长混响时间和扩散声场的录音专用房间。

在录音或录音复制过程中，为了改善音响效果，需要利用混响室在声

音中人为地增加混响或制造回声。混响时间要求为3～5s或者更长。

混响室声扩散性要好，并做适当隔声、隔振处理。室内可设活动吸声

结构，以改变混响时间。

三、中波广播

最早用于广 播 的 频 段 是 中 波 频 段 。中 波 是 指 频 率为

300kHz～3MHz的无线电波，中波靠地面波和天空波两种方式进行

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地面波和天空波同时存在，有时会给接收造

成困难，故传输距离不会很远，一般为几百千米。主要用作近距离

本地无线电广播、海上通信、无线电导航及飞机上的通信等。中波

能以表面波或天波的形式传播，这一点和长波一样。但长波穿入电

离层极浅，在电离层的下界面即能反射。中波较长波频率高，故需要

在比较深入的电离层处才能发生反射。波长在3…000~2…000m的无

线电通信，用无线或表面波传播，接收场强都很稳定，可用以完成可

靠的通信，如船舶通信与导航等。波长在2…000~200m的中短波主要

用于广播，故此波段又称广播波段。1920年11月世界上第一家中波

电台在美国匹兹堡成立。中波广播的诞生，使广播成为继报纸以后

的第二媒体。它以接收简便、覆盖面广、时效性强、内容生动等优点

成为大众获取新闻和各种信息的重要媒体，同时成为大众欣赏音乐

和其他文艺节目的主要方式。我国1923年建立了第一家中波广播电

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我国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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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得到迅速发展。

四、短波广播

短波是指频率为3～30MHz的无线电波。短波的波长短，沿地球

表面传播的地波绕射能力差，传播的有效距离短。短波以天波形式

传播时，在电离层中所受到的吸收作用小，有利于电离层的反射。经

过一次反射可以得到100～4…000km的跳跃距离。经过电离层和大地

的几次连续反射，传播的距离更远。无线广播中的短波（SW）频率

范围我国规定为2～24MHz，有的收音机又把短波波段划分为短波1

（SW1）、短波2（SW2）等。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广播的需要，1928年世界上出现了

短波广播电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广播加速了短波广播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短波广播因传输距离远更成为美国等国在政治

上展开“电波战”的领域。我国于1939年2月在重庆建立了短波广播

电台。

五、调频广播

20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进行调频广播试验。调频广播是以调

频方式进行音频信号传输的，调频波的载波随着音频调制信号的

变化而在载波中心频率（未调制以前的中心频率）两边变化，每秒

钟的频偏变化次数和音频信号的调制频率一致，如音频信号的频率

为1kHz，则载波的频偏变化次数为每秒1…000次。频偏的大小是随

音频信号的振幅大小而定。在调频发射机中允许将最大频偏限制在

75kHz。我国的调频频率规定范围为87~108MHz。由于调频广播的

抗干扰能力强，噪声小，音质优于中、短波广播，因此20世纪50年代



5

第一章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知识

调频广播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于1964年进行调频广播试验，20世纪

60—70年代在很多高山上建立了调频发射台，用来传送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的广播节目。70年代中期，我国开办了立体声调频广播。1983

年后，我国开始大力发展调频广播，供大众直接收听，从此调频和中

波广播收音机成为大众的主要收听工具。为满足人们在高速移动情

况下收听好广播的需要，目前我国各地均开办了调频同步广播。

六、有线广播

我国在1946年开始进行有线广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按照当

时提出的“城市听无线，农村听有线”的要求，1952年4月，我国建设

了以县为覆盖范围的广播站。随后，农村有线广播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迅速推广。农村有线广播扩大了中央及省市的无线广播覆盖，成

为县、乡政府联系农民大众的有效渠道。在20世纪50—80年代，很

多农村有线广播网用铁线制作传输线，因此节目信号传输质量差。

90年代后，随着有线电视网的发展，一些地区的广播和电视共缆传

输，有线广播质量获得很大的提高。后来，随着中波及调频广播的普

及，有线广播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2013年以来国家开始推进村村响工程。村村响工程是农村牧

区群众的迫切需要。当前有许多农村牧区里的青壮年都基本外出务

工，留在家中务农的多是老年人，一些新型的信息媒体由于成本和

技术要求高、费用消耗大等原因，在他们手中拥有和使用率很低。

如果农村牧区广播再不响，群众难以获得各方面信息，一旦遇到山

火、洪灾、传染病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他们将无法及时知晓。…

　　当前很多农村牧区群众反映，他们喜欢广播这种被动的收听方

式，能方便及时地了解国内外大事、收听天气预报，尤其是用地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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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播报时政大事、党的方针政策，听着亲切又直观明了，入脑入心。

遇到农忙季节，可以边劳动边收听。他们特别喜欢在广播里听讲授

农牧业技术、种子和农药选配等知识，从中能获取实用技术。及时

播出科技致富信息、种养技术、病虫害预防知识及天气预报等，广播

成了农牧民科学养殖种田、传递信息的顺风耳。

有线广播以新的形式在广大农村牧区再次得到使用，以其平民

性和大众化优势，传输信息简单，最能体现农村宣传的特色需要，重

新发挥了其特有功能。

七、数字音频广播

随着数字压缩编码技术和数字信道编码调制技术在广播领域的

应用，无线电广播正在经历着从模拟体制向数字体制的深刻变革。…………

数字音频广播起源于德国。数字广播技术的基础是Eureka…147

标准，即数字音频广播（DAB）系统标准。1988年1月1日，欧洲正式实

施Eureka…147标准。1994年，Eureka…147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ITU）

确认为国际标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开播或

试验播出数字音频广播（DAB）节目。目前在英国、德国、比利时、丹

麦等欧洲国家，数字音频广播（DAB）的覆盖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

平，全球有3.3亿人在收听数字音频广播（DAB）。在英国、德国等国

家，基于Eureka…147标准研发的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已经完全成熟。

欧洲的电信标准研究所（ETSI）于2006年正式颁布了DAB的多媒体

视频业务技术标准。在亚洲，韩国政府统一协调数字音频/多媒体广

播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研发完成基于DAB技术标准的整套多媒体广

播的技术系统，并于2006年开始商业运营，至今已经拥有近2…000万

商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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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实践，我国对数字音频广播（包括数字多媒

体广播）技术系统的构建、业务的开发、市场化运营等诸方面进行了

坚持不懈的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随着国内多家接收

机生产厂家新一代接收机的投产，以及国内多个城市设台建网，在

2015年全国的数字音频/多媒体广播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八、成本低

无论是其自身的运行成本，还是受众的接收成本，广播的各种

费用都是最低的、最经济的。

从受众的角度来说，广播是获取信息价格最低廉的媒体。这与

人们消费水平的日渐提高没有关系，因为即使消费水平再高，人们也

希望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如今及今后一个时期，由于种

种条件的限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拥有电脑，也不是所有的人在

所有的场合都能拥有电脑，而买个小小的半导体，或利用其他手段

听到广播，则是很容易的事。

从传播方来说，广播节目的采访、制作、传输等环节，相对于其

他媒体而言，成本是较低的。比如说，一部电话就可解决广播节目的

采访与传输问题，电子邮件也越来越多地被广播记者用于采访。这

些手段，虽然不能代替面对面的采访，但用在某些时候，便节约了宝

贵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减少了远距离采制节目造成的人力、

物力、财力消耗。当然，这些方法，其他媒体也可以使用，但是广播

利用这些手段得到的却是它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声音。

首先，广播的传播速度是快捷的。速度是网络的一大优势，对于

一般的信息处理来说，互联网要快于广播。但是，对于重大事件、重

要新闻，广播的传播速度要快于互联网。换句话说，被广播记者盯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