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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全会 ITU-R BT.799-3 号建议书《工作在 ITU-R BT.601 建

议书（A部分）的 4:4:4模式的 525行和 625行电视系统中的数字分量视频信号的接口》（Interfaces 

for digital component video signals in 525-line and 625-line television systems operating at 

the 4:4:4 level of recommendation ITU-R BT.601(part A)）制定的。在 ITU-R BT.799-3号建议书

中，对 525行电视系统和 625行电视系统的接口分别做了规定，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该建议书的 625

行电视系统部分等同。ITU-R BT.799-3 号建议书在数字电视领域被普遍采用，为使我国数字电视广播

及其设备制造与国际接轨，故在本标准中予以等效采用。 

    目前，在电视节目制作和编辑等各个环节中，采用了大量的数字视频设备，它们在使用中需要相互

连接。在演播室和电视中心内部大多采用电缆来连接不同的数字电视设备，但在距离较远的演播室或电

视中心之间，要采用光缆传送数字电视信号。 

    在采用电缆连接数字电视设备时，有两种接口方式，一种是将 10比特（或 8比特）的视频数据字

同时传送的并行方式，这需要使用多芯电缆将各个比特位通过自己的专用线路传送。另一种是将视频数

据字的各个比特以及相继的数据字通过单个通道顺序传送的串行方式，这种情况下可使用 75Ω同轴电

缆。 

    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方法，所传信号的内容（包括有效视频信号、数字消隐数据、定时基准信号和辅

助信号）及其编码方法（GB/T 14857-1993《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应是相同的。因此，本

标准首先确定了“接口的通用信号格式”，然后依次规定了“比特并行接口”和“比特串行接口”的电

参数，以及机械连接方法。本标准没有对“光缆接口”的所有特性都做出规定，因为另有专门标准（GY/T 

164－2000 《演播室串行数字光纤传输系统》）对其进行规范。 

    本标准与 GB/T 17953-2000《4:2:2数字分量图像信号的接口》所不同的是，后者基于 4:2:2模式，

只需使用一个接口来运载复用后的一个宽带亮度信号和两个窄带色差信号，而本标准是基于 4:4:4 模

式，需要使用一对接口，每个都运载复用后的两个宽带视频信号。因此，这一对接口可在运载红、绿、

蓝三基色信号或亮度及两个色差信号的同时，运载第四个宽带信号，如一个有关的键信号。在此情况下，

信号是 4:4:4:4模式。 

    本标准与 GB/T 14857-1993《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有密切关系，后者是本标准的基础。 

    本标准的附录 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数字（高清晰度）电视标准工作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史萍、胡立平、王效杰、王联、陈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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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全会考虑到： 

    1. 对于广播电视机构和节目制作者，在 525行和 625行系统的数字演播室标准中有尽可能多的相 

同重要参数有明显好处； 

2. 为实现上述目标，已以 ITU-R BT.601（A部分）建议的形式，对数字电视演播室的基本编码参      

数达成了协议； 

3. 一种世界范围兼容的数字方法将会使设备的开发具有许多共同特点，运行会更经济，并有利于

国际间的节目交换； 

4. 用于数字演播室处理的 ITU-R BT.601建议书（A部分）的实际实施要求规定 4:4:4格式的接 

口和通过接口的数据流的细节； 

    5. 这些接口应在 525行和 625行两种系统之间有最大的共同性； 

    6. 希望对接口的串行和并行两种形式都作出规定； 

7. 这些接口所产生的数字电视信号有可能成为其它业务的潜在干扰源，必须对《无线电规则》的

964条款给予应有的注意。 

 

    建议： 

    凡在电视演播室中，按照 ITU-R BT.601 建议书(A 部分)进行数字视频信号分量编码，需要 4:4:4

格式接口的地方，其接口及通过它们的数据流都应符合对比特并行和比特串行实施所做的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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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作在 GB/T 14857《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中 4:4:4模式下的 625行电视

系统的数字分量视频信号的接口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在 GB/T 14857《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中 4:4:4模式下的 625行电视

系统的数字分量视频信号的接口。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3174-1995           PAL-D制电视广播技术规范 

GB/T 14857-1993        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 

GY/T 160-2000          数字分量演播室接口中的附属数据信号格式 

GY/T 164-2000          演播室串行数字光纤传输系统 

ITU-R BT.1363-1(1998)  符合 ITU-R BT.656、ITU-R BT.799和 ITU-R BT.1120建议书的串行信号

的抖动定义及抖动测量方法 

3  定义和缩略语 

3.1定义 

    本标准采用以下定义： 

    接口 interface 

    指单个发送器和单个接收器之间的单向连接。它包括机械连接和通过接口的数字信号两大部分。目

前有并行接口和串行接口两种方式。 

    通过接口的数字信号包括有效视频信号、数字消隐数据、定时基准信号和辅助数据信号。 

3.2  缩略语 

SAV  有效视频起始 

EAV  有效视频结束 

ECL  发射极耦合逻辑 

NRZ  非归零（码） 

NRZI 反转非归零（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行业标准  

               GY/T 159－2000    4:4:4数字分量视频信号接口 

 
                   eqv ITU-R BT.799-3     

Interfaces for 4:4:4 digital component video signals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0-06-06批准 2000-12-0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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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口的通用信号格式 

4.1  接口的概述 

接口由单个发送器和单个接收器之间的两个单向连接构成。连接中运载的数据对应于电视信号和相

关的数据。 

这两个连接称为：连接 1和连接 2。 

数据信号以 10比特（或 8比特）编码的二进制信息形式传送。这些信号是： 

有效视频信号； 

数字消隐数据； 

定时基准信号； 

辅助数据信号。 

这些信号以时间复用方式组合在一起。 

 注：在本标准中，数字字的内容被表达为十进制和十六进制两种方式。为避免 10比特和 8比特表示之间的混淆，  

     头 8个最高有效比特被当作整数部分，如果有后两个附加比特，则被当作小数部分。 

     例如，10010001比特形式将被表示成 145d或 91h，而 1001000101比特形式被表示成 145.25d或 91.4h。 

     在没有小数部分时，应将其假定为二进制值 00。 

4.2  视频数据信号 

4.2.1 编码特性 

    视频数据信号是由按 GB/T 14857中的 4:4:4格式将模拟分量视频信号进行编码后再加上由表 1所

定义的场消隐和场识别数据形成的。 

表 1 场消隐和场识别定义 

V-数字场消隐 行号 

开始（V=1） 624 
场 1 

结束（V=0） 23 

开始（V=1） 311 
场 2 

结束（V=0） 336 

F-数字场识别  

场 1 F=0 1 

场 2 F=1 313 

注 

1信号 F和 V随着数字行起始处的有效视频定时基准码的结束而同步地改变状  

  态。 

2行号的定义见 GB 3174。注意，在 GB/T 14857-1993中所描述的数字行是在 

  0H之前改变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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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视频数据格式 

按照 GB/T 14857-1993进行取样所产生的 8比特数据字在 10比特接口中运载时，占用最高 8位有

效比特。此时剩余的最低有效比特位（LSB）应设定为零。 

8个最高有效位全为 1或全为 0（即：1111 1111xx或 0000 0000xx，此处 xx所代表的比特位在 8

比特时没有，或者可能是任何值）的字留给同步基准数据。其相应的数据值不能用作视频数据编码。 

4.2.3  复用结构 

    视频数据字在两个分开的 27兆字/秒的数据流中运载。 

    复用的顺序是： 

    对于运载三基色信号的连接 

    连接 1：…B0G0R0G1B2G2R2G3B4… 

    连接 2：…B1K0R1K1B3K2R3K3B5… 

    此处 R、G、B分别代表红、绿和蓝信号数据字，K代表键信号数据字（如果存在的话）。数字有效

行的第一个取样对于连接 1应为 B0，对于连接 2应为 B1 。红、绿、蓝和键信号在连接 1和连接 2之间

的分配如图 1(a)所示； 

    对于运载亮度和色差信号的连接 

    连接 1：…CB0Y0CR0Y1CB2Y2CR2… 

    连接 2：…CB1K0CR1K1CB3K2CR3… 

    此处 Y、CB、CR分别代表亮度和色差信号数据字，K 代表键信号数据字（如果存在的话）。数字有

效行的第一个取样对于连接 1 应为 CB0，对于连接 2 应为 CB1。亮度、色差和键信号在连接 1 和连接 2

之间的分配如图 1(b)所示。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C
R CR CR CR CR CR CR CRCR

G G G G G G G G G Y Y Y Y Y Y Y Y Y

0 1 2 3 4 5 6 7 8

R R R R R R R R R

B B B B B B B B B

0 1 2 3 4 5 6 7 8

CB CB CB CB CB CB CB CB CB

取样序号

连接 1

连接 2

 连接 1

 连接 2

取样序号

 

                     (a)                                            (b) 

图 1  采用 R、G、B、K和 Y、CB、CR 、K信号时的连接内容 

 

4.2.4   接口信号结构 

    图 2 示出了将视频取样数据编入到接口数据流中去的方法。图 2 中的取样标志号符合 GB/T 14857

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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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视频定时基准信号（SAV，EAV） 

    有两个定时基准信号，一个在每一视频数据块的起始处（SAV），另一个在每一视频数据块的结束

处（EAV），如图 2所示。 

    每个视频定时基准信号由四个字组成，格式为：FF 00 00 XY（数值以十六进制表示，FF 与 00 留

给定时基准信号用）。头三个字是固定前缀。第四个字包含了定义场识别、场消隐状态和行消隐状态的

信息。定时基准信号内的比特分配见表 2。 

    P0、P1、P2、P3比特的状态与示于表 3的 F、V和 H比特的状态有关。在接收端，这种排列允许校正

1比特的误码和检出 2比特的误码。 

 
 

718 719 720 721 0 1 2

718

718

720

720

0

0

2

2

732 863亮度数据 Y

色差数据 CR

数字有效行

的最后一个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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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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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时基准
信号取代

由数字消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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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视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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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接口数据流的构成 

（作为例子，本图示出了载有 Y、CR、CB的连接 1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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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视频定时基准信号
1）
 

数据比特位 第一字（FF） 第二字（00） 第三字（00） 第四字（XY） 

      D9（MSB） 1 0 0 1 

D8 1 0 0 F 

D7 1 0 0 V 

D6 1 0 0 H 

D5 1 0 0 P3 

D4 1 0 0 P2 

D3 1 0 0 P1 

D2 1 0 0 P0 

  D1
2）
 1 0 0 0 

D0 1 0 0 0 

注 

1表中的数值是 10比特接口的建议值。 

2 为了与已有的 8比特接口兼容，D0和 D1比特的值未作规定。 

F=0： 第一场期间 

F=1： 第二场期间 

V=O： 其它处 

V=1： 场消隐期 

H=0： 在 SAV中 

H=1： 在 EAV中 

P0、P1、P2、P3：保护比特（见表 3） 

MSB：最高有效位 

表 1规定了 V和 F比特的状态 

       

表 3 定时基准信号中的保护比特 

F V H P3 P2 P1 P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1 

0 1 0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0 0 0 1 1 1 

1 0 1 1 0 1 0 

1 1 0 1 1 0 0 

1 1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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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附属数据 

    附属数据应符合 GY/T 160-2000《数字分量演播室接口中的附属数据信号格式》的规定。 

4.2.7   消隐期中的数据字 

    在数字消隐期，亮度或 R、G、B信号取样值应设置为黑电平，量化级为 10.0h，色差信号取样值设

置为消色电平，量化级为 80.0h。在没有运载键信号时，键信号取样值应设置为峰值白电平，量化值为

EB.0h。 

5 比特并行接口 

5.1  概述 

    每种连接的 10比特视频数据以 10个并行数据对和第 11个时钟信号对的形式通过接口。 

    接口上的各种信号用平衡导线对传输。不加均衡时电缆最长可达 50米，采用合适的均衡时最长可

达 200米。 

    每个连接采用配有锁定机构的 25芯 D型超小型接插件（见 5.6节）。 

    视频数据以 NRZ方式按块实时（不加缓冲器）传输，每块包含一个有效视频行。 

5.2  数据信号格式 

    接口载有 10路并行形式的数据和一路独立的同步时钟。数据以 NRZ方式编码。数据格式在第 4章

中已有描述。 

5.3  两个连接之间的定时关系 

    在接收端两个连接的时钟跳变误差在 10ns以内。 

 注：在带有缓冲功能以达到外来信号数据与本地时间基准之间同步或外来信号数据系列之间同步的数据接收器 

     中，这个容许量可以宽松些。 

5.4  时钟信号 

5.4.1  概述 

时钟信号是一个 27MHz的方波，0到 1的跳变表示数据的转移时间。此时钟信号有以下特性： 

宽度：18.5±3ns 

抖动：在一场的平均周期内小于 3ns。 

注：这个抖动指标适用于并行接口，但不适用于数模转换或并串转换的时钟。 

5.4.2  时钟与数据的定时关系 

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应出现在数据持续期的中间位置，如图 3所示。 

5.5  电接口特性 

5.5.1  概述 



GY/T 159－2000 

 89

    每个线路驱动器（发送端）有一路平衡输出，相应的线路接收器（接收端）有一路平衡输入，如图

4所示。 

    本标准不规定强制采用 ECL技术，但是线路驱动器和接收器必须与 ECL兼容，即允许驱动器或接收

器采用 ECL。 

    所有的数字信号时间间隔都在半幅度点之间测得。 

5.5.2  逻辑约定 

    线路驱动器的 A端相对于 B端为正时，表示二进制的 1；为负时表示二进制的 0。 

 

 

 

                                数据和时钟定时基准 

                      

 

        数据 

 
                                         td 

 
 
        时钟 

                                          t            

                                                
                                                                   T 

 

                    时钟周期： 37
 1728

1

Hf
==T  ns 

                    时钟脉冲宽度： 318.5 ±=t  ns 

                 数据定时-发送端： 318.5±=dt  ns     fH：行频（15625Hz） 

                  

图 3 时钟与数据的定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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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线路驱动器特性（发送端） 

5.5.3.1 输出阻抗：最大 110Ω。 

5.5.3.2 共模电压：-1.29V±15%（两端相对于地）。 

5.5.3.3 信号幅度：0.8 ∼ 2.0VP-P，在 110Ω负载电阻上测量。 

5.5.3.4 上升和下降时间：接有 110Ω负载电阻时，在 20%和 80%幅度点之间测得的时间要小于 5ns，上

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之差不得超过 2ns。 

5.5.4  线路接收器特性（接收端） 

5.5.4.1 输入阻抗：110±10Ω。 

5.5.4.2 最大输入信号：2.0VP-P。 

5.5.4.3 最小输入信号：185mVP-P。 

    然而，当随机的数据信号在数据检测点上呈现出如图 5中眼图所示的状态时，线路接收器应仍能正

确读出二进制数据。 

5.5.4.4 最大共模信号：0.5V，包含从 0至 15kHz范围内的干扰（两端相对于地）。 

5.5.4.5 微分延时：当时钟与数据的微分延时在±11ns范围之内时（见图 5），数据应能正确读出。 

5.6  接插件的机械特性 

    接口使用标准的 25芯 D型超小型接插件，触点分配见表 4。 

    电缆接插件使用针型插头，而设备接插件使用孔型插座。用电缆接插件上的两个 UNC4-40螺钉将插

头和插座锁在一起。电缆及其接插件都必须加屏蔽。 

 

 

       发送端                               传输线路                    接收端 

 

              线路                                                    线路  

              驱动器                                                  接收器  

 

 

 

                         
图 4 线路驱动器和线路接收器的连接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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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应于最小输入信号电平的理想眼图 

 

表 4 触点分配 

触点 信号线 触点 信号线 

1        时钟 A 14        时钟 B 

2 系统地 A 15 系统地 B 

3       数据 9A（MSB） 16       数据 9B（MSB） 

4 数据 8A 17 数据 8B 

5 数据 7A 18 数据 7B 

6 数据 6A 19 数据 6B 

7 数据 5A 20 数据 5B 

8 数据 4A 21 数据 4B 

9 数据 3A 22 数据 3B 

10 数据 2A 23 数据 2B 

11 数据 1A 24 数据 1B 

12 数据 0A 25 数据 0B 

13  电缆屏蔽   

注： 电缆屏蔽（触点 13）用于控制电缆的电磁辐射。触点 13在两端都应当对机 

     架地高频导通，另外在发送端还要对机架地进行直流导通。 

 
 
 
 
 
 
 
 

 
                                  时钟的基准跳变点 

 
 
 
     注：眼图中的窗口宽度由±3ns的时钟抖动、±3ns的数据定时误差（见 5.4.2条）和±5ns的

电缆对延时差组成，在此条件下数据应能正确读出。 

                 

Tmin = 11ns 

Vmin = 100mV 

Vmin 

Tmin T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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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特串行接口 

6.1  概述 

    10比特字的复用数据流（如第 4章所述）以比特串行形式通过单个通道传输。在传输之前，要进

行附加编码以完成频谱成形、字节同步，并便于时钟恢复。 

    每个连接的 10比特数据都是在 75Ω阻抗上以不平衡形式的串行数据流通过接口的。 

6.2  两个连接之间的定时关系 

    当线路发送器与接收器之间的两个连接的时间差达 10ns时，接口必须也能正确运行。 

     注：在带有缓冲功能以达到外来信号数据与本地时间基准之间同步或外来信号数据系列之间同步的数据接收器     

    中，这个容许量可以宽松些。 

6.3  编码 

    使用生成多项式 G1(X)×G2(X)，对未编码的串行比特流进行加扰。此处： 

                        G1(X) = X
9 
+ X

4 
+ 1  产生加扰的 NRZ信号； 

                        G2(X) = X + 1  产生无极性的 NRZI序列。 

6.4  传输顺序 

    先传输每个 10比特字的最低有效位。 

6.5  逻辑约定 

    信号是以 NRZI形式传输，因此比特极性是无意义的。 

6.6  传输媒介 

    比特串行数据流可以用同轴电缆（第 6.7节）或光缆（第 6.8节）传输。 

6.7  电接口特性 

6.7.1  线路驱动器特性（发送端） 

6.7.1.1 输出阻抗 

    线路驱动器有一个源阻抗为 75Ω的不平衡输出，并且在 5 ∼ 270MHz频率范围内至少有 15dB的反

射损耗。 

6.7.1.2 信号幅度 

    当不接任何传输线时，在直接跨接于输出端的 75Ω负载电阻上测量，信号的峰峰值在 800mV±10%

之间。 

6.7.1.3 直流偏置 

    以信号幅度的中间点为基准的直流偏置在+0.5V到-0.5V之间。 

6.7.1.4 上升和下降时间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由 20%到 80%幅度点之间的间隔所决定，在直接跨接于输出终端的 75Ω负载电

阻上测量，其值应在 0.75 ∼ 1.50ns之间，两者之差不应超过 0.50ns。 

6.7.1.5 抖动 

输出抖动规定如下： 

输出抖动 
1）
    f1 = 10Hz 

               f3 = 100kHz 

               f4 = 1/10时钟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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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 1UI (UI: 单位间隔)
 2）

 

                   A2 = 0.2UI 

注 

1  1UI和 0.2UI分别相当于 3.7ns和 0.74ns。 

   抖动的定义及抖动的测量方法应符合 ITU-R BT.1363建议书。 

2  在其它规范中定时抖动常采用 0.2UI，因此本标准建议定时抖动定为 1UI。 

6.7.2  线路接收器特性（接收端） 

6.7.2.1 终接阻抗 

电缆终接阻抗为 75Ω，在 5 ∼ 270MHz频率范围内反射损耗至少为 15dB。 

6.7.2.2 接收器灵敏度 

    线路接收器可以连接到工作在 6.7.1.2 条所允许的极限电压下的线路驱动器，也可以通过一根在

270MHz上有 40dB损耗，且其衰减特性为 1/ f 的电缆连接。不论采用哪种连接，都必须能够正确读出

随机的二进制数据。 

6.7.2.3 干扰抑制 

    当直接连接到工作在 6.7.1.2条规定的下限电压的线路驱动器上时，该线路接收器必须能在出现有

以下电平的干扰信号叠加时正确读出二进制数据。 

直流：        ±2.5V 

1kHz以下：    2.5VP-P  

1kHz ∼ 5MHz： 100mVP-P  

5MHz以上：    40mVP-P 

6.7.2.4 输入抖动 

输入抖动容限待确定。输入抖动用一根短电缆（2米）来测量。 

抖动的定义及抖动的测量方法应符合 ITU-R BT.1363建议书。 

6.7.3  电缆和接插件 

6.7.3.1 电缆 

所选择的电缆应符合电磁辐射方面的国家有关标准。 

6.7.3.2  特性阻抗 

所用电缆应有 75Ω的标称特性阻抗。 

6.7.3.3  接插件特性 

    接插件的机械特性应符合标准 BNC型的机械特性，其电特性应允许在 75Ω、频率高达 850MHz的电

路上使用。 

6.8  光接口特性 
    光接口的特性规范应符合 GY/T 164-2000《演播室串行数字光纤传输系统》的规定。 

    为采用此规定，需要遵守以下规范： 

    上升和下降时间﹤1.5ns(20%至 80%幅度点) 

    输出抖动： f1 = 10Hz 

               f3 = 10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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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 = 1/10时钟频率 

           A1 = 0.135UI(UI:单位间隔) 

           A2 = 0.135UI 

输入抖动参数待规定。输入抖动用一根短电缆（2米）来测量。 

注：抖动的定义及抖动的测量方法应符合 ITU-R BT.1363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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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并行接口 

    对时钟信号进行适当编码（如利用交替奇偶校验（AP）编码）后可减小电缆衰耗的影响，从而能扩

大连接距离。 

    为了使较长的连接链路能正常工作，线路接收器要有均衡。 

    使用均衡时，应符合图 A1的标称特性。这个特性允许所用电缆的长度范围小到零。线路接收器必

须满足本标准的第 5.5.4条所规定的最大输入信号条件。 

 

 

 

 

 

 

 

 

 

 

 

 

 

 

 

 

 

 

            频率（MHz） 

 

     图 A1  线路接收器的小信号均衡特性 

 

 

 

附录 A 

(标准的附录)

有关在 625行电视系统中使用的 

数字电视信号接口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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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串行接口 

    信号传输可以采用同轴电缆的电传输方式，也可以采用光缆的光传输方式。中等长度的连接用同轴

电缆比较合适，对很长的连接则用光缆更好。 

    可在连接的接收端设一个用于检测出现误码的系统，这样就能自动监测其运行情况。 

    虽然接口用于传输视频信号，但对于所有的连接来说，不论信息内容如何，任何适当的数据流都是

透明的，即它的工作不应基于已知信息本身的结构。 

A3 对其它业务的干扰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