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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指导和规范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的设计、建设、验收和运行维护，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正文和6个附录构成。正文从系统的层面，对有线数字电视系统提出了全面的技术要求，

涉及到输入信源、前端系统设备、网络系统设备、用户终端等，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测量方法；附录A

提供了TS码流测量参数的详细说明，以方便对正文第6章的理解和使用；附录B规定了实际测量时的抽样

要求；附录C提出了系统的冗余可靠性要求，供系统设计、建设、运营的有关人员参考；附录D提供了CA

接口测试的详细内容；附录E提出了设备管理功能要求；附录F规定了ASI接口工作模式的要求，以解决

系统互连中的接口问题。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C、附录D、附录E为资料性的附录，附录B、附录F为规范性的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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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天柏宽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公司、深圳市同

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泰克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四川长虹集团、

耐格如信（上海）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爱迪德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安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泰德广播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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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数字电视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的技术要求和相应的测量方法。对于能够确保同样测量不确定度的

任何等效测量方法也可以采用。有争议时，应以本标准为准。 

本标准适用于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的设计、建设、验收和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174-1995  PAL制电视广播技术规范 

GB/T 3659-1983  电视视频通道测试方法 

GB/T 7401-1987  彩色电视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 

GB/T 14857-1993  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 

GB/T 15943-1995  广播声频通道技术指标测量方法 

GB/T 16463-1996  广播节目声音质量主观评价方法和技术指标要求  

GB/T 17975.1-2000  信息技术 运动图像及其伴音信息的通用编码 第1部分 系统 

GB/T 20030-2005  HFC 网络设备管理系统规范 

GY/T 106-1999  有线电视广播系统技术规范 

GY/T 107-1992  电视中心播控系统维护规程 

GY/T 121-1995  有线电视系统测量方法 

GY/T 134-1998  数字电视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 

GY/T 155-2000  高清晰度电视节目制作及交换用视频参数值 

GY/T 157-2000  演播室高清晰度电视数字视频信号接口 

GY/T 158-2000  演播室数字音频信号接口 

GY/T 161-2000  数字电视附属数据空间内数字音频和辅助数据的传输规范 

GY/T 165-2000  电视中心播控系统数字播出通路技术指标和测量方法 

GY/T 170-2001  有线数字电视广播信道编码与调制规范  

GY/Z 174-2001  数字电视广播业务信息规范 

GY/Z 175-2001  数字电视广播条件接收系统规范 

GY/T 180-2001  HFC网络上行传输物理通道技术规范 

GY/T 192-2003  数字音频设备的满度电平 

GY/T 198-2003  有线数字电视广播QAM调制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GY/T 201-2004  数字电视系统中的数据广播规范 

GY/Z 203-2004  数字电视广播电子节目指南规范 

GY/T 216-2006  数字电视用户管理系统功能要求和接口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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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调制误差率  modulation error ratio  

标称矢量幅度的平方和与误差矢量幅度的平方和之比，用dB表示。  

3.2  

按次付费节目 pay per view 

具有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可单独销售的节目。 

3.3  

电子指纹 electronic print 

由前端控制可在用户接收端屏幕上显示和关闭显示的终端标识信息（如智能卡号），通常用于反盗

版的溯源等。 

3.4  

电子代币 token 

存储在智能卡内的虚拟货币，供用户在用户终端进行即时消费。 

3.5  

产品 product 

运营商向客户销售的节目或其它服务。 

3.6  

授权 entitle 

用户能够使用业务的权利，也指赋予用户使用业务权限的行为。 

3.7  

业务 service 

在广播者的控制下，可以按照时间表播出的一系列节目或数据。 

3.8  

CA 安全模块嵌入式用户终端 set top box of CA security module plug-in 

简称嵌入式用户终端，其CA解密的功能模块固化在用户终端自身的半导体芯片上。 

3.9  

透明模式 transparent mode 

不需要特定授权也可以正常接收加扰业务的工作模式。 

3.10  

区域禁播 regional ban 

在逻辑划分的区域中停止某项或多项业务的正常使用。当对某个业务设置了区域禁播后，该逻辑区

域内的用户无论是否拥有该业务的授权都无法使用该业务。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ASI A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异步串行接口 

BAT Bouquet Association Table  业务群关联表 

CA Conditional Access   条件接收 

CAS Conditional Access System  条件接收系统 

CAT Conditional Access Table  条件接收表 

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循环冗余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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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Control Word  控制字 

DWDM Den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密集波分复用 

ECM Entitlement Control Message  授权控制信息  

ECMG Entitlement Control Message Generator  授权控制信息发生器 

EIT Event Information Table  事件信息表 

EMM Entitlement Management Message  授权管理信息  

EMMG Entitlement Management Message Generator  授权管理信息发生器 

EPG  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电子节目指南 

HFC Hybrid Fiber Coaxial  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 

ID Identifier  标识符 

IP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网协议 

IRD Integrated Received Decoder  综合接收解码器 

MER Modulator Error Rate  调制误差率 

MPEG Moving Pictures Expert Group  运动图象专家组 

MUX Multiplexer  复用器 

NIT Nerwork Information Table  网络信息表 

NVOD Near Video On Demand  准视频点播 

PAT Program Association Table  节目关联表 

PCR Program Clock Reference  节目时钟参考 

PID Packet Identifier  包标识符 

PMT Program Map Table  节目映射表 

PPV Pay Per View  按次付费节目 

PSI Program Specific Information  节目特定信息 

QAM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正交调幅 

RS Reed-Solomon  里德-所罗门 

RST Running Status Table  运行状态表 

SCS Simulcrypt Synchroniser  同密同步器 

SDH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同步数字体系 

SDT Service Description Table  业务描述表 

SI Service Information  业务信息 

SMS Subscriber Management System  用户管理系统 

TCP Transfer Control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 

TDT Time and Date Table  时间和日期表 

TOT Time Offset Table  时间偏移表 

TS Transport Stream  传送流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扩展置标语言 

5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典型结构 

5.1 系统结构概述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是基于有线电视网络开展数字电视业务的综合系统，根据系统的功能设计和选

择，其构成有所不同。一个典型的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由前端信源、SI/PSI生成、数据广播、复用和加扰、

条件接收、用户管理、传输、用户终端和网管等部分构成，典型的结构如图1所示。 

在图1中，各模块均为功能实体。一个功能实体可能由一个或者多个物理实体来实现，而一个物理

实体也可能实现一个或者多个功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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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中，根据系统功能选择的不同，特定的某些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可能不包括图中的某些部分。 

网管子系统

传输子系统

复用加扰子系统

前端信源子系统

模拟/数字
信号源

SI/PSI生成
子系统

复用器组
QAM 调
制器组

加扰器组

条件接收
子系统

用户管理
子系统

HFC网
络

上行处理

其它

存储播出

数据广播子系统

编码器组

卫星
接收机组

网络
适配器组 数字矩阵

卫星信号

SDH/DWDM/
IP网络

用户终
端子系
统

上行接收

上行通
道

HFC网管前端网管

A

B

C

D

E

H

G

F

I J

 

图1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典型结构 

系统应当具有一定的冗余备份能力，以便在系统出现故障时能够迅速恢复播出，因此本标准提出了

系统的冗余可靠性建议，参见附录C。 

在进行系统测量时，系统测量点、测量频道和用户终端的抽样要求见附录B。 

5.2 前端信源子系统 

前端信源子系统为整个系统提供音视频节目，它包括编码器、卫星接收机、网络适配器、存储播出

等设备，分别对模拟/数字的基带信号、数字卫星信号、SDH/DWDM/IP网络信号以及传输流或文件进行编

码、接收、适配和存储处理，为下一级提供TS码流信号。 

其中，存储播出设备对有线电视前端本地播放的数字音视频节目进行存储、管理、调度和播出。典

型的存储播出设备包括视频服务器、节目存储库等。 

5.3 SI/PSI 生成子系统 

SI/PSI生成子系统根据有线数字电视节目信息产生各种SI/PSI表，包括生成EPG基本信息等。 

对于个性化的EPG扩展信息，用户可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专门方式传送，本标准不做具体要求。 

5.4 数据广播子系统 

本标准中，数据广播子系统是指对数据广播业务进行管理和播出的系统。此系统通常包括数据广播

服务器等。 

数据广播子系统常用于传输文字、图像、音视频片段、数据等多媒体内容。 

5.5 复用和加扰子系统 

复用和加扰子系统按照运营的要求将各类节目和控制信息进行业务组合，完成对各路TS码流的复用

和加扰。该子系统通常包括复用器、加扰器以及负责TS码流分配调度的数字矩阵等设备。  

5.6 条件接收子系统 

条件接收子系统实现数字电视业务的授权管理和接收控制，使被授权的用户可以使用相应业务，而

未经授权的用户不能使用相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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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接收子系统包括前端CA部分和用户终端CA部分。典型的前端CA部分包括ECMG、EMMG、加密单元

等设备，用户终端CA部分包括用户终端的CA模块和智能卡等。 

5.7 用户管理子系统 

用户管理子系统主要是对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进行管理、计费、收费和授权的系统，包括对用户信息、

产品信息、设备信息、授权信息、账务信息等进行记录、处理、维护和管理。它通常与条件接收子系统

联合使用。 

5.8 传输子系统 

传输子系统主要包括：QAM调制器、频道合成器和HFC网络等。该部分按照GY/T 170-2001规定的信

道编码和调制方式实现有线数字电视信号从前端到用户终端的传输。 

从复用和加扰子系统到QAM调制器可能存在多种传输方式，为了实际使用的灵活和便利，本标准不

作限定。 

对于双向的HFC网络，传输子系统还应包括上行部分。在本标准中，主要指采用HFC网络进行上行传

输的系统。 

5.9 用户终端子系统 

用户终端子系统完成对有线数字电视信号的解调、解复用、解密解扰、解码和多种业务的处理，也

可以包括不同的交互和上行传输等功能。 

5.10 网管子系统 

网管子系统包括前端网络设备管理和HFC网络设备管理两部分。它们分别对前端设备和HFC网络设备

进行管理和调度；能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运行参数，实现配置参数等；并且在出现故障时，能迅

速进行诊断、定位和调度，在较短时间内使系统恢复正常工作。 

本标准提出了网管功能的一些建议，参见附录E。 

6 TS 码流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鉴于MPEG-2 TS码流在数字电视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章对系统中TS码流的标准符合性、测

量参数及要求和测量方法进行了规定。 

对系统中采用ASI接口的，其ASI接口工作模式的有关要求见附录F。 

6.1 TS 码流的标准符合性 

TS码流应符合GB/T 17975.1-2000的所有规定。 

TS码流中的PSI表（PAT、PMT、NIT、CAT）的语法应符合GB/T 17975.1-2000的规定，TS码流中的PSI

表的语义应与网络中实际传输的数字电视TS码流一致。 

TS码流中的SI表应符合GY/T 174-2001的相关规定，TS码流中SI表的语义应与网络中实际传输的数

字电视TS码流一致。 

6.2 TS 码流的测量项目和要求 

本条用列表的方式给出用于TS码流的测量项目。 

按照测量的目的和重要程度，共分为三个等级，分别由表1、表2、表3给出，所有测量项目均以分

析报错的形式给出，表1、表2、表3中判断条件为“或”逻辑，即满足多项判断条件中的一项就可判断

为出现错误。 

为方便理解和使用，关于这些项目的更详细信息参见本标准的附录A。 

6.2.1 第一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 

第一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见表1。本级测量项目的结果中不出现错误是TS码流被正确解码的

前提和条件。本级测量项目用于TS码流的基本监测。 

其中，如果出现1.1指出的错误，则其他项目的测量结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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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一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 

序号 测量项目 判断条件 

1.1 TS 同步丢失 两个或两个以上传输包连续出现同步字节错误。 

1.2 同步字节错误 同步字节不等于 0x47。 

1.3 PAT 错误 

PID=0x0000 的 TS 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table_id=0x00 的 section 出现间隔超过 0.5s； 

b) 出现 table_id 不是 0x00 的 section； 

c) scrambling_control_field不是00。 

1.4 连续计数错误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TS 包顺序错误； 

b) 同一个 TS 包连续出现两次以上； 

c) TS 包丢失。 

1.5 PMT 错误 

由 PAT 表 program_map_PID 指示 PID 的 TS 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table_id=0x02 的 section 出现间隔超过 0.5s； 

b) 在包含 section (table_id=0x02)的 TS 包中，scrambling_control_field 不等于

00。 

1.6 PID 错误 所指的 PID 没有在用户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出现。 

 
6.2.2 第二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 

第二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见表2。本级测量项目可用于连续或周期性的监测。 

表2 第二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 

序号 测量项目 判断条件 

2.1 传输错误 TS 包头中的传输错误指示为“1”。 

2.2 CRC 错误 在 CAT，PAT，PMT，NIT，EIT，BAT，SDT 和 TOT 表中出现 CRC 错误。 

2.3.a PCR 间隔错误 两个连续 PCR 值之间的时间间隔大于 40ms。 

2.3.b PCR 不连续错误 
两个连续 PCR 的差值(PCRi+1 - PCRi)不在 0～100ms 的范围内，并且没有设置不连续指示

（discontinuity_ indicator = 0）。 

2.4 PCR 精确度错误 所选节目的 PCR 精确度超出±500ns。 

2.5 PTS 错误 PTS 重复周期大于 700ms。 

2.6 CAT 错误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在 TS 码流中有 transport_scrambling_control 不等于 00 的 TS 包，但是没有出现

table_id=0x01（即 CAT）的 section； 

b) 在 PID 为 0x0001 的 TS 包中，出现 table_id 不是 0x01 的 section。 

 
6.2.3 第三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 

第三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见表3。本级测量项目用于与应用相关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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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第三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 

序号 测量项目 判断条件 

3.1.a 
当前 NIT 错误 

 

PID 为 0x0010 的 TS 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出现 table_id 不为 0x40，0x41 或 0x72 的 section； 

b) 超过 10s 没有出现 table_id=0x40 或 0x41（即当前 NIT）的 section； 

c) 两个 table_id= 0x40（当前 NIT）的 section 的间隔小于一个规定值（25ms

或更短）。 

3.1.b 其他 NIT 错误 
PID=0x0010 的包中，具有相同 section_number 和 table_id=0x41（其他 NIT）的

section 出现的时间间隔大于一个规定值（10s 或更长）。 

3.2 SI 间隔错误 

SI 表的重复间隔超出规定值，具体如下： 

a） 若存在 NIT 表，NIT 的任意 section(包括其他 NIT)重复间隔超过 10s； 

b） 若存在 BAT 表，BAT 的任意 section 重复间隔超过 10s； 

c） 当前 TS 的 SDT 中任意 section 重复间隔超过 2s； 

d） 若存在其他 TS 的 SDT 表，其任意 section 重复间隔超过 10s； 

e） 当前 TS 中 EIT P/F 的任意 section 重复间隔超过 2s； 

f） 若存在其他 TS 的 EIT P/F 表，其任意 section 重复间隔超过 10s； 

g） 若存在包含近8天当前和其他TS流 Schedule Table的 EIT表，其任意section

重复间隔超过 10s； 

h） 若存在包含 8 天以后当前和其他 TS 流 Schedule Table 的 EIT 表，其任意

section 重复间隔超过 30s； 

i） TDT 和 TOT 的重复间隔超过 30s。 

3.3 缓冲器错误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TB_buffering_error 

传输缓冲器（TBn）上溢。 

b) TBsys_buffering_error 

系统信息传输缓冲器（Tbsys）上溢。 

c) MB_buffering_error 

复用缓冲器（MBn）上溢，或如果使用vbv_delay方式时出现复用缓冲器（MBn）

的下溢。 

d) EB_buffering_error 

基本流缓冲器（EBn）上溢，或如果使用leak方式时出现基本流缓冲器（EBn）

下溢，尽管low_delay_flag和DSM_trich_mode_flag设置为0。如果使用

vbv_delay方式，基本流缓冲器下溢（EBn） 

e) B_buffering_error 

主缓冲器（Bn）上溢或下溢。 

f) Bsys_buffering_error 

PSI输入缓冲器（Bsys）上溢。 

3.4 未引用 PID 错误 

在 0.5s 内出现了未被 PMT 或 CAT 引用定义的 PID（不包括 PMT_PID、值为 0x00 到

0x1F 的 PID，或是用户定义的私有数据流的 PID）。测量的过渡状态限定为 0.5s，

处于过渡状态时不引发错误指示。 

3.5.a 当前 SDT 错误 

对于 PID=0x0011 的 TS 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超过 2s 没有出现 table_id=0x42（当前 TS 的 SDT）的 section； 

b) 出现了 table_id 不是 0x42、0x46、0x4A 或 0x72 的 section； 

c) 任意两个 table_id 为 0x42（当前 SDT）的 section 的间隔小于规定值（25ms

或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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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三优先级测量项目和判断条件（续） 

序号 测量项目 判断条件 

3.5.b 其它 SDT 错误 
在 PID=0x0011 的 TS 包中，如果 table_id=0x46（SDT，其他 TS）且具有相同

section_number 的 section 之间的间隔大于规定值（10s 或更长） 

3.6.a 当前 EIT 错误 

对于 PID=0x0012 的 TS 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超过 2s 没有出现 table_id=0x4E、section_number=0x0（EIT-P 实际 TS）的

section0； 

b) 超过 2s 没有出现 table_id=0x4E、section_number=0x1（EIT-F 实际 TS）的

section1； 

c) 出现 table_id 不是 0x4E 至 0x6F，或 0x72 的 section； 

d) 两个 table_id 均为 0x4E（EIT-P/F，实际 TS）的 section 的间隔小于规定值

（25ms 或更小）。 

3.6.b 其它 EIT 错误 

对于 PID=0x0012 的 TS 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table_id=0x4F、section_number=0（EIT-P，其他 TS）的 section 出现的间

隔超过规定值（10s 或更长）； 

b) table_id=0x4F、section_number=1（EIT-F，其他 TS）的 section 出现的间

隔超过规定值（10s 或更长）。 

3.6.c EIT_P/F 错误 
如果 EIT P/F 子表中某一 section（“0”或“1”）出现，而另一个 section 没有出

现 

3.7 RST 错误 

对于 PID＝0x0013 的 TS 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出现 table_id 不是 0x71 或 0x72 的 section； 

b) 任意两个 table_id＝0x71（RST）的 section 间隔小于规定值（25ms 或更小）。

3.8 TDT 错误 

对于 PID＝0x0014 的 TS 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table_id=0x70（TDT）的 section 超过 30s 没有出现； 

b) 出现了不是 0x70，0x72（ST）或是 0x73（TOT）的 section； 

c) table_id=0x70（TDT）的 section 的间隔小于规定值（25ms 或更小）。 

3.9 缓冲器空错误 

在 1s 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a) 传输缓冲器（TBn）至少出现一次非空； 

b) 用于系统信息的传输缓冲器（TBsys）至少出现一次非空； 

c) 如果使用 leak 方式，复用缓冲器（MBn）至少出现一次非空。 

3.10 数据延时错误 
经过 TSTD 缓冲器的数据延时（非静止图像）超过 1s，或静止图像视频数据延时超

过 60s 

 
6.3  TS 码流测量方法 

6.3.1 主要测量仪器 

选用的码流分析仪应能够准确地按照表1、表2、表3中第三列的判断条件报告出表1、表2、表3第二

列中测量项目指出的各项错误。 

6.3.2 测量点 

根据测量目的，一般应在图1中的A、B、C、D、E、F、G、H点进行测量；而对于周期性监测和总体

检查，可以在复用器之后进行，测量数量一般不少于总输出码流数的10％（最少3个）。 

6.3.3 测量框图 

TS码流测量框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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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TS 码流测量框图 

6.3.4 测量步骤 

a) 按图 2 连接测量仪器； 

b) 参考码流分析仪的使用说明，直接读出第一、二、三优先级的各测量项目的测量结果； 

c) 分析 TS 码流中的 PSI 表和 SI 表，检查其语法是否符合标准，语义是否正确。 

7 前端信源部分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前端信源部分通常包括编码器、卫星接收机、网络适配器、存储播出等信源相关设备。本章规定了

与前端信源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7.1 制式要求 

模拟信号应符合GB 3174-1995的规定，数字基带信号应符合GB/T 14857-1993或GY/T 155-2000的规

定。 

7.2 模拟音视频信号 

模拟视频、音频和脉冲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GY/T 107-1992第4.2.1.1 视频通道部分中“表1视频

通道主要运行技术指标等级”、第4.2.2.1中“表2音频通道主要运行技术指标等级”和第4.2.3中“表5

脉冲部分的技术指标要求”的技术要求。 

测量方法：模拟视频信号的测量应符合 GB/T 3659-1983 的有关规定；模拟音频信号的测量应符合

GB/T 15943-1995 的有关规定。 

7.3 数字基带音视频信号 

7.3.1 标准清晰度数字视频信号  

标准清晰度数字视频信号应符合GY/T 165-2000 表1中E点的规定，测量方法应符合GY/T 165-2000

第5章的规定。 

7.3.2 高清晰度数字视频信号 

高清晰度数字视频信号应符合GY/T 157-2000中第4、5、6章的规定。 

7.3.3 数字音频信号 

采用平衡输出的数字音频信号应符合GY/T 165-2000中4.2条的规定，测量方法应符合GY/T 165-2000

中5.2条的规定。 

采用非平衡输出的数字音频信号应符合GY/T 158-2000的规定。 

嵌入到串行数字视频附属数据空间内的数字音频信号应符合GY/T161-2000的规定。 

7.4 TS 码流中音频传送对 PID 的要求 

当在TS码流中同时传输电视伴音和音频广播时，应分别为其分配不同的PID。 

7.5 数字音频满度电平和基准电平 

按照GY/T 192-2003的规定，数字电视节目的音频应使用统一的满度电平和校准电平。数字音频的

满度电平为0 dBFS=+24 dBu；校准电平为-20 dBFS，即+4 dBu。 

7.6 对存储播出的基本要求 

为了保证系统的整体性能，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对存储播出部分的基本要求见表4。 

 

 

 

 

被测设备的 

TS 码流输出口

码流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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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对存储播出的基本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1 播出控制方式 支持手动控制和支持根据播出列表控

制 

2 支持的最小节目长度 ≤30s  

3 大文件支持能力 ＞4GB 

4 支持应急处理 支持手动插播、自动垫播 

5 TS 码流的符合性 应符合 6.1 条的规定 

8 SI 及 EPG 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8.1 基本技术要求 

与SI及EPG相关的基本要求见表5。 

表5 与 SI 及 EPG 相关的基本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备注 

1 语法符合度 
符合 GY/Z 174-2001 定义的业务信息、GB/T 17975.1-2000 定

义的节目特定信息的相关规定。 
 

2 支持的 PSI/SI 表 支持 NIT、SDT、EIT、PAT、PMT、TDT、TOT。 
BAT、CAT（可

选） 

3 支持的描述符 

a) NIT表格中应支持网络名称描述符、有线传送系统描述符、

业务列表描述符、多语种网络名称描述符； 

b) SDT 表格中应支持业务描述符、时移业务描述符、数据广

播描述符、多语种业务名称描述符； 

c) EIT 表格中应支持短事件描述符、扩展事件描述符、内容

描述符、家长控制描述符、时移事件描述符； 

d) PMT 中应支持流标识描述符。 

链接描述符、

NVOD 参考描

述符、马赛克

描述符（可选）

 

4 外部节目单导入功能 可导入符合 GY/Z 203-2004 规定的 XML 文件。  

5 节目单导出功能 可导出符合 GY/Z 203-2004 规定的 XML 文件。  

6 节目单编辑功能 支持本地音视频节目的节目单编排。 
可编辑 NVOD

应用（可选）

8.2 测量方法 

8.2.1 测量仪器 

可识别所有PSI/SI表和所有PSI/SI描述符的码流分析仪。 

8.2.2 测量框图 

测量点的位置可以是复用器的ASI输出口，也可以是EPG系统的ASI输出口。 

SI及EPG相关的测量框图见图3和图4。对于PSI、SI信息需要采用PID映射的系统和没有采用ASI输出

口的SI/EPG系统，按图3进行测量。 

 

图3 SI 及 EPG 相关的测量框图（测量点：复用器的 ASI 输出口） 

SI/EPG 系统 复用器 码流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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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SI 及 EPG 相关的测量框图（测量点：EPG 系统的 ASI 输出口） 

8.2.3 语法符合度测量步骤 

a) 连接测量仪器和被测系统。如果在复用器之后，应配置复用器将 SI/EPG 系统发出的表透明通过； 

b) 查看码流分析仪中码流符合情况。 

8.2.4 支持表和描述符测量步骤 

a) 连接测量仪器和被测系统。如果在复用器之后，应确保复用器将 SI/EPG 系统发出的表透明通过； 

b) 查看码流分析仪，获得表和描述符的内容，进行比较核对。 

8.2.5 外部节目单导入测量步骤 

a) 连接测量仪器和被测系统； 

b) 导入符合 GY/Z 203-2004 规定的 XML 文件； 

c) 经 EPG 系统生成后，利用码流分析仪对生成的 EPG 进行分析，与 XML 中的内容进行比较核对。 

8.2.6 节目单导出测量步骤 

a) 导出 EPG 系统中一周的编排表，生成 XML 文件； 

b) 检查该 XML 文件是否符合 GY/Z 203-2004 中规定的 XML 要求。 

8.2.7 节目单编辑测量步骤 

a) 连接测量仪器和被测系统； 

b) 新增一个业务作为本地播放节目频道，并按时间序列进行节目编排； 

c) EPG 系统生成 EIT 后进行发出； 

d) 查看码流分析仪的分析结果，检查新增的业务和事件。 

9 数据广播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9.1 功能要求 

建议数据广播子系统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的功能： 

a) 能够定义应用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或持续时间； 

b) 能够为每个应用分配一个服务 ID； 

c) 将应用与某个服务相关联； 

d) 可以定时更新应用内容； 

e) 可以设置播放参数，包括：循环周期、播放带宽、承载数据消息和相关控制消息 TS 包的 PID。 

f) 可以通过用户终端的遥控器完成功能模式切换，可以实现进入/退出当前页面并切换的功能。 

9.2 数据封装格式 

数据广播的数据封装格式应符合GY/Z 201-2004的规定。 

9.3 数据广播应用接口 

参见《有线数字电视信息业务技术要求》（暂行）中关于应用接口的有关规定。 

9.4 测量方法 

9.4.1 测量仪器 

可识别数据广播的码流分析仪。 

9.4.2 测量框图 

数据广播测量框图见图5。 

 

 

SI/EPG 系统 码流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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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数据广播测量框图 

9.4.3 测量步骤 

a) 按图 5 连接测量仪器； 

b) 参考码流分析仪的使用说明，直接读出解析后的封装格式； 

c) 能够从分析仪中读出应用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或持续时间并和前端输入信息相符合； 

d) 检验后续各项指标是否可以在前端配置：循环周期、播放带宽、承载数据消息和相关控制消息

TS 包的 PID； 

e) 通过检查 SDT 和 EIT 表规定的间隔，验证循环发送的时间间隔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f) 通过 PID 和带宽等项目的测量，核对播放带宽、承载数据消息和 PID 信息是否与前端配置信息

相同； 

g) 通过接收终端的遥控器进行功能模式切换，检查是否能够实现进入/退出当前页面并切换的功

能。 

10 CA 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由于CA在有线数字电视系统中的特殊性，本章主要规定了ECMG、EMMG接口要求和CA有关的基本功能

要求。同时考虑到CA功能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方便使用，10.3条提供了扩展的功能要求和相应的测试

方法。 

对于使用CA嵌入式用户终端的系统，可参照对应内容进行。 

10.1 ECMG、EMMG 接口要求 

CA的ECMG与SCS、CA的EMMG与复用器接口应符合GY/Z 175-2001的有关规定，其测试方法参见附录D。 

10.2 基本功能 

10.2.1 条件接收功能 

10.2.1.1 技术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具有条件接收功能，实现授权与非授权用户的区别接收。 

10.2.1.2 验证步骤 

a) 将某节目设置为“加扰”，验证用透明用户终端和已集成该条件接收系统但不具有此加扰节目

授权的用户终端无法正常接收； 

b) 如果系统中存在未加扰节目，以上用户终端应能够正常收看； 

c) 具有此加扰节目授权的用户终端应能正常接收该节目。 

10.2.2 授权管理功能 

10.2.2.1 技术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应能够实现以下授权管理功能： 

a) 增加授权； 

b) 删除授权； 

c) 智能卡挂起（嵌入式用户终端的解密功能挂起）； 

d) 智能卡激活（嵌入式用户终端的解密功能激活）； 

e) 业务从加扰到透明模式的切换； 

f) 业务从透明到加扰模式的切换。 

10.2.2.2 增加授权的测试步骤 

a) 将业务 1 与授权 1 关联起来，业务 1 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 

b) 对业务 1 进行加扰； 

数据广播的 

TS 码流输出口

带数据广播分析

的码流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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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择一张没有授权 1 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1； 

d)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e) 验证用户终端 1 不能正常接收业务 1，不能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f) 通过 CA、SMS 或其他与 CA 相连的设备，发送一条“增加授权”命令，为智能卡 1 添加授权 1； 

g) 验证用户终端 1 能够正常接收业务 1，能够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10.2.2.3 删除授权的测试步骤 

a) 将业务 1 与授权 1 关联起来，业务 1 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 

b) 对业务 1 进行加扰； 

c) 选择一张具有授权 1 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1； 

d)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e) 验证用户终端 1 能够正常接收业务 1，能够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f) 通过 CA 系统、SMS 或其他与 CA 相连的设备，发送一条“删除授权”命令，为智能卡 1 删除授

权 1； 

g) 验证用户终端 1 不能正常接收业务 1，不能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10.2.2.4 智能卡挂起的测试步骤 

a) 将业务 1 与授权 1 关联起来，业务 1 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 

b) 对业务 1 进行加扰； 

c) 选择一张具有授权 1 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1； 

d)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e) 验证用户终端 1 能够正常接收业务 1，能够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f) 通过 CA、SMS 或其他与 CA 相连的设备，发送一条“智能卡挂起”命令：将智能卡 1挂起； 

g) 验证用户终端 1 不能正常接收业务 1，不能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10.2.2.5 智能卡激活的测试步骤 

a) 进行以上的智能卡挂起的操作； 

b) 通过 CA、SMS 或其他与 CA 相连的设备，发送一条“智能卡激活”命令：将智能卡 1激活； 

c) 验证用户终端 1 能正常接收业务 1，能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10.2.2.6 业务从加扰到透明模式切换的测试步骤 

a) 选择一张含有授权 1 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1； 

b)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c) 选择一张不含授权 1 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2； 

d) 将智能卡 2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2； 

e) 将业务 1 与授权 1 关联起来，业务 1 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 

f) 将业务 1 加扰； 

g) 设置业务 1为“加扰”模式； 

h) 用户终端 1能够正常接收业务 1，并显示业务 1的视频； 

i) 用户终端 2不能正常接收业务 1，也不能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j) 设置业务 1为“透明”模式； 

k) 用户终端 1能显示业务 1 的视频，用户终端 2 能显示业务 1的视频。 

10.2.2.7 业务从透明到加扰模式切换的测试步骤 

a) 选择一张含有授权 1 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1； 

b) 将智能卡 1插入运行的用户终端 1； 

c) 选择一张不含授权 1 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2； 

d) 将智能卡 2插入运行的用户终端 2； 

e) 将业务 1 与授权 1 关联起来，业务 1 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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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将业务 1 加扰； 

g) 设置业务 1为“透明”模式； 

h) 用户终端 1应能正常接收业务 1，并显示业务 1的视频； 

i) 用户终端 2应能正常接收业务 1，并显示业务 1的视频； 

j) 设置业务 1为“加扰”模式； 

k) 用户终端 1应能显示业务 1 的视频，用户终端 2 应不能显示业务 1 的视频。 

10.2.3 基本寻址功能 

10.2.3.1 技术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应提供对任意一张智能卡以及所有智能卡进行寻址的能力。 

10.2.3.2 测试步骤 

a) 选择一个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的业务，命名为业务 1，对业务 1 进行加扰； 

b) 使用授权 1关联业务 1； 

c) 将智能卡 1 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将智能卡 2 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2，将智能卡 3

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3，三张智能卡都不具有业务 1 的授权； 

d) 通过 CAS、SMS 或其他与 CAS 相连的设备，发送“增加授权”命令：为智能卡 1 添加授权 1； 

e) 验证用户终端 1 可以正常收看业务 1，用户终端 2、3 不能够收看业务 1。 

10.2.4 应急广播 

10.2.4.1 技术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应具备通过应急广播方式向用户发布消息的能力，应急广播应在用户进行收视的

过程中即时在屏幕上显示。在有线数字电视系统中，应急广播功能应由用户管理系统发起，由条件接收

系统协助实现。 

10.2.4.2 测试步骤 

a) 选择一个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的业务，命名为业务 1，对业务 1 进行加扰； 

b) 选择一个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的业务，命名为业务 2，对业务 2 不进行加扰； 

c) 将业务 1 与授权 1 关联起来； 

d) 选择一张具有授权 1 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1； 

e) 选择一张不具有授权 1的智能卡，将其命名为智能卡 2； 

f)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g) 将智能卡 2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2； 

h) 启动应急广播； 

i) 测试有授权，能解扰的情况： 

1) 将用户终端1调到相应的频道并接收业务1，用户终端1能够正常接收业务1； 

2) 插入智能卡1的用户终端1能够收到应急广播，显示内容与发送的一致； 

j) 测试无授权，不能解扰的情况： 

1) 将用户终端2调到相应的频道并接收业务1，用户终端2不能正常接收业务1； 

2) 插入智能卡2的用户终端2能够收到应急广播，显示内容与发送的一致； 

k) 测试无加扰的情况： 

1) 将插入智能卡1的用户终端1、插入智能卡2的用户终端2调到相应频道并接收业务2，用户

终端1、用户终端2能够正常接收业务2； 

2) 用户终端1、用户终端2能够收到应急广播，显示内容与发送的一致。 

10.2.5 机卡配对 

10.2.5.1 技术要求 

针对智能卡系统，机卡配对是以某种方式使用户终端与智能卡配对和置为非配对模式的功能，对于

嵌入式用户终端，由于它的嵌入式芯片是固化在用户终端中，对该功能不做要求。具体包含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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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条件接收系统能够被设置成“配对模式”和“非配对模式”； 

b) 在“配对模式”下，为了使用户终端正常的运行，用户终端与智能卡必须存在配对关系； 

c) 在“配对模式”下，通过条件接收系统、SMS 或与条件接收系统相连的设备，能够将某用户终

端和某智能卡设置成配对关系，也能够将已经建立配对关系的某用户终端和某智能卡解除配对

关系； 

d) 在“非配对模式”下，即使用户终端与智能卡不存在配对关系，用户终端也可以正常的运行。 

10.2.5.2 测试步骤 

a) 选择一个至少包含一个视频流的业务，命名为业务 1，对业务 1 不进行加扰； 

b)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c) 将智能卡 2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2； 

d) “配对模式”测试： 

1) 将条件接收系统设置成“配对模式”； 

2) 将用户终端1调到相应的频道并接收业务1： 

 如果用户终端 1 不能正常接收业务 1，则测试“3）设置配对关系”； 

 如果用户终端 1 能够正常接收业务 1，则测试“4）解除配对关系”； 

3) 设置配对关系： 

 通过条件接收系统或 SMS 或与条件接收系统相连接的其他设备，发送一个“机卡配对”

命令； 
 将用户终端 1 和智能卡 1 建立配对关系； 
 用户终端 1 收到该命令，能够正常接收业务 1； 
 把智能卡 1插入其他用户终端或者把其他智能卡插入用户终端 1均不能正常接收节目； 

4) 解除配对关系： 

对用户终端 1 和智能卡 1，做一次“解除配对”的操作，根据不同的条件接收系统，这个

操作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之一实现； 

 发送一个“机卡配对”命令：将用户终端 1 和智能卡 2 建立配对关系； 
 发送一个“机卡配对”命令：将用户终端 2 和智能卡 1 建立配对关系； 
 发送一个“解除配对”命令：将用户终端 1 和智能卡 1 解除配对关系； 

解除用户终端 1 和智能卡 1 的配对关系后，插入智能卡 1 的用户终端 1 不能够正常接收业

务 1。 
e) “非配对模式”测试： 

1) 在“配对模式”下，设置用户终端1与智能卡1的配对关系； 

2) 在“配对模式”下，解除用户终端1与智能卡2的配对关系； 

3) 将系统设置成“非配对模式”； 

4) 将智能卡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1； 

5) 用户终端1应能够正常接收业务1 ； 

6) 从用户终端1拔出智能卡1，将智能卡2插入用户终端1； 

7) 用户终端1能够正常接收业务1。 

10.3 扩展功能 

10.3.1 电视邮件功能 

10.3.1.1 技术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可通过电视邮件方式向指定用户发布消息，接收电视邮件应不影响正常接收当前

业务，由用户选择收看。 

10.3.1.2 测试步骤 

a) 在 CA 系统前端配置 2 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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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业务 1 使用授权 1 加扰，业务 2 不加扰； 

c) 使用 2 张智能卡 1 和 2； 

d) 授权智能卡 1 拥有授权 1，智能卡 2不拥有授权 1； 

e) 使用用户终端 1+智能卡 1，用户终端 2+智能卡 2，用户终端 3（没有智能卡）分别收看业务 1

和业务 2； 

f) 向智能卡 1单独发送单个电视邮件 1，验证用户终端 1+智能卡 1 收到并正确显示该电视邮件 1，

用户终端 2+智能卡 2 和用户终端 3无法收到电视邮件 1； 

g) 向智能卡 2单独发送单个电视邮件 2，验证用户终端 2+智能卡 2 能收到该电视邮件并正确显示，

验证用户终端 1+智能卡 1 和用户终端 3 无法收到电视邮件 2； 

h) 向所有智能卡发送全局电视邮件 3，验证用户终端 1+智能卡 1 收到该电视邮件并正确显示，验

证用户终端 2+智能卡 2 收到该电视邮件并正确显示，验证用户终端 3 没有收到该电视邮件。 

10.3.1.3 期望结果 

a) 单个电视邮件只在插有指定智能卡的用户终端的显示屏幕上显示一个小信封或类似标志，其他

用户终端没有显示； 

b) 全局电视邮件在所有插有智能卡的用户终端的显示屏幕上显示一个小信封； 

c) 没有智能卡的用户终端无法接收到电视邮件。 

10.3.2 组寻址 

10.3.2.1 技术要求 

在基本寻址的基础上，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可以提供将一批智能卡/用户终端归属到某一组的功能，

并具有对该组进行寻址的能力。 

10.3.2.2 测试步骤 

a) 将智能卡 1 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中，将智能卡 2 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2 中，将智能

卡 3 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3 中； 

b) 将智能卡 1、智能卡 2 放入组 1，将智能卡 3 放入组 2； 

c) 向组 1 发出“区域禁播”命令； 

d) 使用授权 1关联业务 1； 

e) 向所有的智能卡发出“增加授权”命令：为所有的智能卡增加授权 1； 

f) 属于组 1 的智能卡 1 对应的用户终端 1 和同属于组 1 的智能卡 2 对应的用户终端 2 均不能正常

收看业务 1，屏幕显示类似“业务 1禁播” 的提示信息，属于组 2 的智能卡 3 对应的用户终端

3 能够正常收看业务 1。 

10.3.3 PPV 管理 

10.3.3.1 技术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可以支持 PPV 功能。免费预览功能可选。 

10.3.3.2 测试步骤 

a) 在 CA 系统前端定义一个 PPV 类型的授权 10，这个授权与 PPV 业务 1 关联； 

b)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c) 预先购买 PPV： 

1) 向智能卡1发送一个或者一系列的命令，向智能卡1添加授权10； 

2) 用户终端1能够正常接收PPV业务1； 

d) 即时购买 PPV： 

1) 将用户终端调到PPV业务1上，当PPV业务1开始后，提示用户是否购买该PPV业务； 

2) 对PPV节目1进行购买操作，正常完成； 

3) 用户终端1能够正常接收PPV业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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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电子代币 

10.3.4.1 技术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能够支持用户在用户终端以电子代币方式进行消费并可充值。 

10.3.4.2 测试步骤 

a)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中； 

b) 操作用户终端 1，显示电子代币的余额； 

c) 定义业务 1具有 PPV 属性； 

d) 操作用户终端 1，使用电子代币购买该 PPV 业务； 

e) 操作用户终端 1，验证电子代币余额为原有余额减去所购买 PPV 业务的金额； 

f) 验证用户终端能够正常收看该 PPV 业务； 

g) 根据运营商规定的方式，检查电子代币的充值功能。 

10.3.5 电子指纹 

10.3.5.1 技术要求 

用户终端应可以根据运营商的要求在屏幕上显示或关闭嵌入用户终端或智能卡标识信息（卡号）。 

10.3.5.2 测试步骤 

a) 将智能卡 1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1 中，将智能卡 2 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2 中； 

b) 发送“显示智能卡 1 标识”； 

c) 与用户终端 1 相连的显示器上出现该用户终端中的智能卡 1 标识，与用户终端 2 相连的显示器

上没有出现该用户终端中的智能卡 2 标识； 

d) 检查用户终端 1 中的智能卡 1 标识是否与智能卡 1 的实际标识相符合； 

e) 发送“关闭显示智能卡 1 标识”； 

f) 与用户终端 1 相连的显示器上该用户终端中的智能卡 1 标识消失，与用户终端 2 相连的显示器

上没有出现该用户终端中的智能卡 2 标识。 

g) 将智能卡 3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3 中，将智能卡 4 插入正在运行的用户终端 4 中； 

h) 发送“显示所有智能卡标识”； 

i) 与各用户终端相连的显示器上出现该用户终端中的智能卡标识，并与实际标识相符合； 

j) 发送“关闭显示所有智能卡标识”； 

k) 所有与用户终端相连的显示器上智能卡标识消失。 

10.3.6 同密 

10.3.6.1 技术要求 

可以保证多个不同条件接收系统在同一有线数字电视系统中工作运行正常。 

10.3.6.2 测试步骤 

a) 启动条件接收系统 1 和条件接收系统 2； 

b) 使用条件接收系统 1 完成 10.2 的所有测试； 

c) 使用条件接收系统 2 完成 10.2 的所有测试。 

11 SMS 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功能要求应符合GY/T 216-2006中第5章的规定。测试方法根据SMS软件另行制定。 

12 传输子系统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2.1 QAM 调制器 

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应符合GY/T 198-200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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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HFC 网络 

HFC网络应符合GY/T 106-1999的技术要求，测量方法应符合GY/T 121-1995的有关规定。除此之外，

HFC网络输出口的指标还应该符合表6的技术要求。 

表6 HFC 网络输出口的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备注 

1 数字频道输出电平 dBμV 50～75 建议一般不超过 65dBμV。 

任意数字频道间 dB ≤10  

2 
频道间 

电平差 
相邻数字频道间 dB ≤3  

3 数字频道与模拟频道电平差 dB -10～0 见 GY/T170-2001 

4 
调制误差率 

（MER） 
dB 

≥24（64QAM，均衡

关闭） 
 

5 
误码率 

(BER) 
-- 

≤1×10E-11(24h，

RS 解码后) 

短期测量可采用 15min，应不出

现误码 

6 
数字射频信号与噪声功率比

（SD,RF/N） 
dB ≥26（64QAM）  

7 
载波复合三次差拍比 

(CTB) 
dB ≥54 见 GY/T 106-1999 

8 
载波复合二次差拍比 

(CSO) 
dB ≥54 见 GY/T 106-1999 

12.3 上行信道 

HFC上行信道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应分别符合GY/T 180-2001中第4章和第6章的规定。 

12.4 测量方法 

12.4.1 主要测量仪器 

可选用以下设备之一进行测量： 

 有线数字电视标准测量接收机； 

 数字矢量分析仪； 

 带 QAM 分析的频谱分析仪。 

12.4.2 测量框图 

传输子系统中输出电平、调制误差率、误码率和数字射频信号与噪声功率比的通用测量框图见图6。 

 

图6 输出电平、调制误差率和误码率等测量框图 

 
12.4.3 测量步骤 

a) 根据所用设备，连接测量仪器和系统输出口； 

b) 根据仪器操作说明，调节测量仪器的测量频率到被测频道，并设置调制方式、符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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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记录相应的测量值；（测量 SD,RF/N 中的噪声功率时，应在前端关断该频道的信号，保持阻抗匹

配，并保留有源设备的供电以便保证系统噪声处于正常状态。） 

d) 在所有测量频道测试完成后，可得到输出电平、输出电平差、调制误差率、误码率和 SD,RF/N； 

e) 载波复合三次差拍比和载波复合二次差拍比的测量方法见 GY/T 121-1995。 

13 用户终端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3.1 技术要求 

用户终端应符合《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器入网技术条件和测量方法》（暂行）的规定。 

另外，对于支持用户终端在线升级的系统，还应符合表7的要求。 

表7 对用户终端在线升级的基本要求 

序号 功能要求 说明 

1 在线升级功能 通过实际网络系统实现用户终端的软件升级。 

2 电源中断处理功能 

能够处理在软件更新过程中，用户终端电源中断的情况。

在用户终端重新上电后，如果存在升级码流，用户终端应

能够重新下载完成升级。 

3 信号中断处理功能 

能够处理在软件更新过程中，信号中断的情况。在信号重

新接通后，用户终端应能够重新下载完成升级；如果无升

级码流，则可返回原来版本。 

 

13.2 测量方法 

主要测量方法参见《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器入网技术条件和测量方法》(暂行)的规定，

本条规定了在线升级的测量方法。 

13.2.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7。 

 

图7 用户终端在线升级的测量框图 

 

13.2.2 测量步骤 

a) 前端播放升级软件码流。 

b) 开启用户终端 1，观察是否正常升级，完成后检查软件版本。 

c) 开启用户终端 2，在软件更新过程中，中断用户终端电源。用户终端重新上电后，在存在升级

码流的条件下，检查用户终端是否能够重新下载完成升级。 

d) 开启用户终端 3，在软件更新过程中，中断用户终端的信号输入。在信号重新接通后，检查用

户终端是否能够重新下载完成升级。 

e) 开启用户终端 4，在软件更新过程中，中断用户终端的信号输入。在接通信号但没有升级码流

的条件下，检查用户终端是否可返回原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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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网络设备管理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网络设备管理可分为前端设备管理和HFC网络设备管理。本标准并不要求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必须具

备完整的、全面的设备管理子系统，但是提供了可参照的基本功能和技术要求，以便系统的设计者、使

用者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进行选择。 

前端设备管理和HFC网络设备管理的功能要求以及检查方法参见附录E。 

15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的现场主观评价 

15.1 技术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现场主观评价的项目和要求见表8。 

现场主观评价应选择源图像和源声音均较好的节目频道进行。 

表8 现场主观评价的项目和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备注 

图像质量 图像清晰，色彩鲜艳，无马赛克或图像停顿 
不低于模拟电视 4 分的质量（5

分制） 

声音质量 
对白清晰；音质无明显失真； 

不应出现明显的噪声或杂音。 

 

唇音同步 无明显的图像滞后或超前于声音的现象  

节目频道切换 

节目频道切换时不能出现严重的马赛克、长时间黑

屏现象； 

节目切换平均等待时间应小于 2.5s，最大不应超过

3.5s。 

包括加密频道和不在同一射频

频点的节目频道 

字幕 清晰、可识别  

15.2 评价方法 

15.2.1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应符合GY/T 134-1998和GB/T 7401-1987的有关规定。 

15.2.2 声音质量主观评价 

声音质量主观评价应符合GB/T 16463-1996的有关规定。 

15.2.3 节目频道切换 

使用遥控器进行节目频道切换（推荐使用CH＋、CH－键），使用带有时间和帧数显示的摄像机拍摄

记录切换动作和屏幕变化，计算节目切换所需时间。 

以上测量至少进行3次，其中应包括有位于不同频点的节目频道切换，分别计算平均值和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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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TS 码流测量项目的详细说明 

 

A.1 第一优先级测量项目 

A.1.1 TS同步丢失 

在评价MPEG-2 TS码流时，同步获取最为重要。设备是否能够获得TS码流的同步是由设备同步所需

要的正确同步字节的个数和设备不能处理的错误同步字节个数共同决定的。连续五个正确同步字节应足

够完成同步获取。而连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错误的同步字节则应指示同步错误。同步获取成功之后，

才可以进行其余项目的测量。 

A.1.2 同步字节错误 

一个数据包之后，即188或204字节之后没有出现正确的同步字节0x47时，应立即指示“同步字节错

误”。 

A.1.3 PAT错误 

PAT应只出现在PID为0x0000的数据包中，PAT告知解码器TS码流中包含什么节目和节目相应的PMT

表，而PMT中包含组成节目的音频，视频和数据流的指针。如果PAT丢失，则解码器不能工作，节目不能

被解码。PID为0x0000的数据包只能包含PAT。 

A.1.4 连续计数错误 

该部分错误指示的有三个判断条件。这三个判断条件对于该错误指示在逻辑上是“或”的关系，并

不需要测量设备区分这些条件。条件“TS包顺序错误”和“TS包丢失”可能引起某些没有附加存储器或

智能软件的用户终端出现问题。“TS包丢失”还包括了在其它链路中可能出现的丢包情况，其它链路中

的单个包丢失可能引起一个完整MPEG-2包的丢失。条件中的“同一TS包出现两次以上”可能预示着存在

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 

A.1.5 PMT错误 

PAT告知解码器码流中有多少节目和相应的PMT指针，PMT中包括节目中视频码流（通常一个）、音

频码流和数据码流在TS码流中的位置信息。没有PMT，不能解码相应的节目。 

A.1.6 PID错误 

该部分检查每一个曾经出现的PID值，TS码流中是否有对应的数据流。这个错误可能发生在TS码流

复用，解复用和再复用的情况下。对视频或音频的PID，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5s。对于用ISO 639 

的language_descriptor描述符描述的类型值大于“0”的数据和音频业务，则没有5s的限制。 

理论上讲，可以为每个PID定义不同的时间间隔。 

A.2 第二优先级测量项目 

A.2.1 传输错误 

传输错误指示符是一个布尔量，只能为0或1。但同时也应该有一个可复位的二进制计数器用于对出

错TS包的计数，这个计数器可以给出错误的统计信息。因为如果一个错误发生，从这个出错包无法获

得进一步的错误指示。而错误包的更多细节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可以为每一个节目流提供一个传

输错误计数器，或是在传输错误事件日志文件中包含每一个错误包的PID。这种扩展的分析是可选的，

本标准并不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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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CRC错误 

针对CAT，PAT，PMT，NIT，EIT，BAT，SDT和TOT的CRC检查用于指示相应表的内容是否错误。当出

现这一错误指示时，不再从相应表获得进一步的错误指示。 

A.2.3 PCR错误 

PCR用于重新生成本地的27MHz系统时钟。如果PCR没有在规定范围内到达，那么时钟就会发生抖动

或漂移。用户终端或解码器则会出现失锁。 

A.2.4 PCR间隔错误 

PCR用于重新生成本地的27MHz系统时钟。如果PCR间隔匀称达不到一定程度，那么时钟就会发生抖

动或漂移。接收端/解码器则会出现失去锁定。这里推荐PCR间隔不要超过40ms。 

A.2.5 PCR不连续错误 

在TS码流中当PCR值不连续，但并没有设置不连续指示的时候，则发生PCR不连续错误。 

A.2.6 PCR精确度错误 

±500ns的精确度对于从系统时钟中获得色度副载波的同步是足够的。 

该部分的测量只针对GB/T 17975.1-2000中定义的恒定码速率TS码流。 

A.2.7 PTS错误 

至少每700ms应出现一次PTS，只有在TS码流没有被加扰的情况下才能得到PTS。 

A.2.8 CAT错误 

用户终端通过CAT可以在TS码流中找到与CA系统关联的EMM，如果CAT不存在，则用户终端不能接收

管理信息。 

A.3 第三优先级测量项目 

A.3.1 NIT错误 

检查TS中NIT是否存在，承载NIT的TS包的PID是否正确。 

A.3.2 当前NIT错误 

检查本TS中有关TS的NIT是否存在，承载NIT的TS包的PID是否正确。 

A.3.3 其他NIT错误 

这些针对其他TS码流的NIT表的传送不是必须的，只有在出现的时候才进行检查。 

A.3.4 SI间隔错误 

SI表重复的最大、最小周期在GY/T 174-2001中有规定，监测TS码流中表的重复周期，作为某些特

定表的间隔错误指示的补充错误指示。 

A.3.5 缓冲器错误 

通过检查MPEG-2参考解码器中的一些缓冲器是否出现上溢或是下溢，判定是否有缓冲区错误。 

A.3.6 未定义的PID错误 

每一个非私有的节目数据流的PID都应列在PMT中。 

A.3.7 SDT错误 

SDT用于描述可用的业务。SDT表分割成两个子表分别包含当前TS（必须）的内容和其他TS（可选）

的内容。没有SDT，用户终端就不能向用户显示可用的业务信息。SDT使用的该PID也可用于传输BAT表。 

A.3.8 当前SDT错误 

SDT用于描述当前TS可用的业务。SDT使用的该PID也可用于传输BAT表。 

A.3.9 其他SDT错误 

当有针对其他TS码流的SDT表存在时才进行检查。 

A.3.10 EIT错误 

EIT说明了每个业务当前和下一个的事件是什么，而完整节目时间表的细节信息是可选的。EIT表分

成了几个子表，只有针对当前TS的“当前事件和下一个事件”的信息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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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1 当前EIT错误 

EIT说明了本TS所有业务的当前事件和下一个事件是什么，本TS所有业务的完整的节目安排是可选

的。EIT表分成了几个子表，只有针对当前TS的“当前事件和下一个事件”的信息是必须的。如果没有

“当前”或“以后”事件，则可以传输空EIT数据段。 

A.3.12 其他EIT错误 

只有在TS码流中有针对其他TS码流的EIT表时才进行检查。 

A.3.13 RST错误 

RST是针对EIT中状态信息的一种快速更新机制。 

A.3.14 TDT错误 

TDT表中携带当前的UTC时间和日期信息，除了TDT，提供本地时间偏移的TOT表也能被传输。 

下列表的传输是可选的： 

- NIT_other； 

- SDT_other； 

- EIT_P/F_other； 

- EIT_schedule_other； 

- EIT_schedule。 

只有当这些表出现时，才进行相应的测量。 

当这些表出现的时候，通过测量时间间隔自动完成测量。 

做为上述测量的进一步扩展，SI的补充测量建议如下：SI表中所必须的描述子应当出现，并且SI

表中出现的信息应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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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系统测量的抽样要求 

B.1 测量点的抽样要求 

B.1.1 测量点的抽样原则 

测量点的抽样应遵循以下6项原则： 

a) 用户较密集的区域； 

b) 传输距离相对较长点； 

c) 放大级数相对较多点； 

d) 不同光节点所覆盖的测量点； 

e) 若既存在单向网络，又存在双向网络，均应抽取测量点； 

f) 噪声、失真及干扰影响具有代表性的点。 

B.1.2 测量点的抽样数 

应选择5-10个接收端作为测量点。 

B.2 测量频道的抽样要求 

对于电平和MER，所有频道应全部测量，对于其他客观测试项目，可在高、中、低频段共选取3个以

上的频道进行；对于现场主观评价项目，应选取5套以上位于不同频点的节目。 

B.3 接收设备的抽样要求 

对于系统采用的每个型号的用户终端，随机抽取1～3台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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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系统的冗余可靠性要求 

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应当具有一定的冗余备份能力，以便在系统出现故障时能够迅速恢复播出。 

备份的形式可以是冷备和热备。 

备份的级别可以是：模块级、设备级、分系统级，甚至全系统级。 

各系统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C.1 信源接收设备 

一般信源接收设备应至少具备冷备能力，设计时应考虑操作的便利，尽量减少紧急情况下更换设备

的时间。原则上不能超过120s。 

C.2 编码器 

C.2.1 技术要求 

编码器应至少具备n:1热备，原则上信号中断时间不应超过10s。 

应至少支持如下自动备份切换条件： 

—— 通讯中断； 

—— 输出中断； 

—— 输出码流溢出； 

—— 无 PAT、PMT 输出。 

可选择支持如下自动备份切换条件： 

—— 输入信号丢失； 

—— 输入视频同步丢失； 

—— 板卡故障； 

—— 板卡被拔掉； 

—— 设备温度过高； 

—— 视频丢失； 

—— 音频丢失。 

同时，应支持手动备份切换。在主用编码器故障消失后，应可切换回主用编码器。 

C.2.2 测量方法 

按照图C.1连接设备，在输出口接码流分析仪。 

分别进行如下操作： 

—— 断掉 A 点电缆连接使输入信号丢失； 

—— 断掉 B 点电缆连接使输出中断； 

—— 拔掉编码器编码卡产生板卡故障； 

—— 分别在出现以上三种情况下，采用码流分析仪监视编码器切换时系统恢复正常码流的时间，

该时间应不大于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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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编码器备份切换示意图 

C.3 复用器 

C.3.1 技术要求 

复用器应至少具备n:1热备，原则上信号中断时间不应超过10s。 

应至少支持如下自动备份条件： 

—— 通讯中断； 

—— 输入信号丢失； 

—— 输出中断； 

—— 输入码流溢出； 

—— 输出码流溢出； 

—— 输入信号同步丢失。 

可选择支持如下自动备份条件： 

—— 输入码率太高； 

—— 输入码率太低； 

—— 设备温度太高； 

—— 板卡故障； 

—— 板卡被拔掉； 

—— 严重内部错误； 

—— 自检失败； 

—— 错误包格式； 

—— 无 PAT、PMT。 

同时应支持手动备份切换。支持主用复用器故障消失后可切换回主用复用器。 

C.3.2 测量方法 

按照图C.2连接设备，在输出口接码流分析仪。 

分别进行如下操作： 

—— 断掉 C 点电缆连接使输入信号丢失； 

—— 升高输入码流使输入溢出； 

—— 加入干扰使输入信号同步丢失； 

—— 输入错误包格式码流； 

—— 去掉输入信号 PAT、PMT； 

—— 断掉 D 点电缆连接使输出中断； 

—— 拔掉码流输入卡产生板卡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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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在出现以上各种情况下，使用码流分析仪监视复用器备份切换系统恢复正常码流的时间

应不大于 10s。 

 

 

 
图 C.2 复用器备份切换示意图 

C.4 调制器 

C.4.1 技术要求 

QAM调制器应至少具备n:1热备，原则上信号中断时间不应超过10s。 

应至少支持如下自动备份条件： 

—— 通讯中断； 

—— 输入信号丢失； 

—— 输出中断； 

—— 输入同步丢失。 

可选择支持如下自动备份条件： 

—— 输入码率太高； 

—— 输入码率太低； 

—— 设备温度太高； 

—— 板卡故障； 

—— 板卡被拔掉； 

—— 严重内部错误； 

—— 自检失败； 

—— 错误包格式。 

同时应支持手动备份切换。支持主用QAM调制器故障消失后可切换回主用QAM调制器。 

C.4.2 测量方法 

按照图C.3连接设备，在输出口接用户终端，用户终端输出接监视器。 

分别进行如下操作： 

—— 断掉 E 点电缆连接使输入信号丢失； 

—— 断掉 F 点电缆连接使输出中断； 

—— 分别在出现以上两种情况下，使用监视器监视 QAM 调制器造成节目中断的时间应不大于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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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QAM 调制器备份切换示意图 

C.5 视频服务器 

C.5.1 N+1冷备 

设计时应考虑操作的便利，尽量减少紧急情况下更换设备的时间。原则上不应超过120s。 

C.5.2 1+1热备 

采用1+1热备的系统，能够实现自动备份，应尽量缩短备份切换的时间。原则上不应超过10s。 

C.5.3 测量方法 

N+1冷备时，考虑到不同视频服务器设备性能的差异，测量方法建议按照相应的视频服务器自行确

定。 

1+1热备按照图C.4连接设备，输出接码流分析仪。 

分别进行如下操作： 

—— 关掉视频服务器； 

—— 断掉 G 点连接线； 

—— 分别在出现以上两种情况下，使用码流分析仪监视视频服务器备份切换系统恢复正常码流的

时间应不大于 10s。 

视频服务器主

视频服务器备

切
换
矩

阵

G

 

图 C.4 视频服务器备份切换示意图 

 

C.6 CA系统  

C.6.1 技术要求 

在具有冗余备份的条件接收系统自身部件出现单发故障的情况下，系统仍然能够实现原有功能； 

在有线数字电视系统中，与条件接收系统有联系的部件出现故障、启动备用系统后，条件接收系统

能够自动适应，无需手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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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2 测量步骤 

在支持冗余备份的条件接收系统配置下，在主系统中人为地将部分或全部应用模块关闭，条件接收

系统应能够自动切换到备份应用模块，图像无间断或抖动。 

在支持冗余备份的条件接收系统配置下，在主系统中人为地将数据库关闭，条件接收系统应能够自

动切换到备份数据库，图像无间断或抖动，并对比主备数据库的数据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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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CA 接口测试 

本附录提供了ECMG<-->SCS接口和EMMG<-->MUX接口测试项目和方法，该接口的连通是实现同密的基

础，并且与SCS、复用器的性能有关。 

D.1 ECMG与SCS 

D.1.1 通道建立 

D.1.1.1 测试目的 

检查在SCS和ECMG之间通道的建立。 

D.1.1.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网络连接正常。 

D.1.1.3 测试步骤 

—— TCP 连接开始前启动网络捕获； 

—— 开始加扰一个业务。 

D.1.1.4 测试期望结果 

—— SCS 作为 TCP 连接的客户端向作为 TCP 服务器端的 ECMG 发起 TCP 连接请求，ECMG 接受并且

建立起 TCP 连接； 

—— SCS 向 ECMG 发送一个通道建立消息(Channel_Setup 0x0001)； 

—— ECMG 向 SCS 发送一个附带配置参数的通道状态消息(Channel_Status 0x0003)。 

D.1.2 流建立 

D.1.2.1 测试目的 

在SCS和ECMG之间实现流的建立。 

D.1.2.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在 SCS 与 ECMG 之间，通道的建立已经被 ECMG 所接受。 

D.1.2.3 测试步骤 

—— 开始网络捕获； 

—— 开始加扰一个业务。 

D.1.2.4 测试期望结果 

—— SCS 向 ECMG 发送一个流建立消息(Stream_Setup 0x0101)； 

—— ECMG 回复 SCS 一个流状态消息(Stream_Status 0x0103)。 

D.1.3 通道和流的测试 

D.1.3.1 测试目的 

进行SCS和ECMG之间的通道和流测试，同时测试意外的连接丢失。 

D.1.3.2 测试环境 

—— 定义 ECMG 的内部通讯保持时间为 4个加扰周期，流建立时设定加扰周期参数为 10s； 

—— 启动整个系统； 

—— 一个业务被加扰。 

D.1.3.3 测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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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网络捕获； 

—— 在 SCS 和 ECMG 之间发送通道和流测试消息； 

—— 断开 SCS 和 ECMG 的连接。 

D.1.3.4 测试期望结果 

步骤2之后，SCS和ECMG相互收到通道和流的状态消息。 

在步骤3之后： 

—— ECMG 在 10s 内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然后发送一个通道测试消息(Channel_Test 0x0002)；  

—— ECMG 在一段时间（不超过 10s）内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断开连接。 

D.1.4 流关闭 

D.1.4.1 测试目的 

检查SCS和ECMG之间的流关闭。 

D.1.4.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在 SCS 与 ECMG 之间，通道和流的建立已经被 ECMG 接受了； 

—— 交换 ECM 数据。 

D.1.4.3 测试步骤 

—— 开始网络捕获； 

—— 停止加扰。 

D.1.4.4 测试期望结果 

—— SCS 向 ECMG 发送一个流关闭请求消息(Stream_close_request 0x0104)； 

—— ECMG 回复 SCS 一个流关闭响应消息(Stream_close_response 0x0105)； 

—— ECMG、SCS 不再用这个关闭流的 stream_id 发送消息。 

D.1.5 通道关闭 

D.1.5.1 测试目的 

检查在SCS和ECMG之间关闭通道。 

D.1.5.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只需要一个 TCP 通道； 

—— 在 SCS 与 ECMG 之间，流被关闭，并且其它的流没有用这个通道。 

D.1.5.3 测试步骤 

—— 开始网络捕获； 

—— 停止加扰。 

D.1.5.4 测试期望结果 

—— SCS 向 ECMG 发送一个通道关闭消息(Channel_Close 0x0004)； 

—— SCS 和 ECMG 发起关闭 TCP 连接的 FIN 请求，收到对方的 FIN 请求确认该请求，把 TCP 连接

全关闭。 

D.1.6 ECM数据交换 

D.1.6.1 测试目的 

SCS和ECMG之间的ECM数据交换。 

D.1.6.2 测试环境 

—— 加扰周期为 10s； 

—— 启动整个系统； 

—— 在 SCS 与 ECMG 之间，通道和流的建立已经被 ECMG 接受了。 

D.1.6.3 测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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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网络捕获； 

—— 开始加扰一个业务。 

D.1.6.4 测试期望结果 

—— SCS 向 ECMG 发送一个控制字供给消息(CW_Provision 0x0201)； 

—— ECMG 在 max_comp_time 时间内回复 SCS 一个 ECM 响应消息(ECM_Response 0x0202)； 

—— 每 10s 发送一次控制字供给消息(CW_Provision 0x0201) 和 ECM 相应消息。 

D.1.7 多CAS ID 

D.1.7.1 测试目的 

SCS能够管理多个CAS。 

D.1.7.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对一个业务，定义两个接入准则； 

—— 所有的业务组件处于未加扰的模式。 

D.1.7.3 测试步骤 

—— 开始网络捕获； 

—— 开始加扰一个业务。 

D.1.7.4 测试期望结果 

两个含不同的CAS ID的ECM在加扰的TS码流中被广播。 

D.1.8 SCS和ECMG之间通讯的持久性 

D.1.8.1 测试目的 

检查该通讯应能坚持超过24h。 

D.1.8.2 测试环境 

系统处于启动状态。 

D.1.8.3 测试步骤 

加扰80个业务，并且每2min改变事件，如：AC数据的改动等。 

D.1.8.4 测试期望结果 

24h后，控制字仍在改变，ECMG和SCS之间还在进行ECM的通讯，并且插到TS中。 

D.1.9 ECMG 关断/启动的操作 

D.1.9.1 测试目的 

当ECMG关断/启动时，检查系统及复用器输出稳定。 

D.1.9.2 测试环境 

配置3个业务：两个透明，一个加扰。 

D.1.9.3 测试步骤 

——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 

—— 关闭 ECMG； 

—— 观察系统的反应及复用器输出流的内容； 

—— 启动 ECMG； 

—— 观察系统的反应及复用器输出流的内容。 

D.1.9.4 测试期望结果 

—— 当 ECMG 关断时，加扰器应当延长相关的加扰周期，因此，它应当用不变的控制字播出相关

的 ECM，直到 ECMG 重新启动。 

—— 当 ECMG 重新启动时，复用器输出流的内容应当与当前的 AC 配置一致 

D.2 EMMG与M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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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的测试中，EMMG为TCP连接的客户端，MUX为TCP连接的服务器端。 

D.2.1 通道建立 

D.2.1.1 测试目的 

检查在EMMG和MUX之间通道的建立。 

D.2.1.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网络连接正常。 

D.2.1.3 测试步骤 

—— 开始网络捕获。 

—— 配置 EMMG 连接指定 IP 地址的 MUX。 

D.2.1.4 测试期望结果 

—— EMMG 向 MUX 发起一个连接请求，MUX 接受并且确认该连接请求，建立连接； 

—— EMMG 向 MUX 发送一个通道建立消息(Channel_Setup 0x0011)； 

—— MUX 回复 EMMG 一个通道状态消息(Channel_Satus 0x0013)。 

D.2.2 流建立 

D.2.2.1 测试目的 

检查在EMMG和MUX之间流的建立。 

D.2.2.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在 EMMG 与 MUX 之间的通道已经建立了。 

D.2.2.3 测试步骤 

进行网络捕获。 

D.2.2.4 测试期望结果 

—— EMMG 向 MUX 发送一个流建立消息(Stream_Setup 0x0111)； 

—— MUX 回复 EMMG 一个流状态消息(Stream_Status 0x0113)。 

D.2.3 带宽分配 

D.2.3.1 测试目的 

测试EMMG与MUX之间的带宽分配机制。 

D.2.3.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在 EMMG 与 MUX 之间的通道和流已经建立了。 

D.2.3.3 测试步骤 

进行网络捕获。 

D.2.3.4 测试期望结果 

—— EMMG 向 MUX 发送一个流带宽请求消息(Stream_BW_request 0x0117)； 

—— MUX 回复 EMMG 一个流带宽分配消息(Stream_BW_allocation 0x0118)； 

D.2.4 流关闭 

D.2.4.1 测试目的 

EMMG和MUX之间的流关闭。 

D.2.4.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在 EMMG 与 MUX 之间的通道和流已经建立了。 

D.2.4.3 测试步骤 

进行网络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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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4 测试期望结果 

—— EMMG 向 MUX 发送一个流关闭的请求(Stream_close_request 0x0114)； 

—— MUX 回复 EMMG 一个流关闭响应消息(Stream_close_response 0x0115)； 

—— EMMG 和 MUX 不再用这个关闭流的 stream_id 发送流消息。 

D.2.5 通道关闭 

D.2.5.1 测试目的 

检查在EMMG和MUX之间关闭通道。 

D.2.5.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在 EMMG 与 MUX 之间，该通道的流被关闭了。 

D.2.5.3 测试步骤 

—— 进行网络捕获； 

—— 一个通道被关闭。 

D.2.5.4 测试期望结果 

—— EMMG 向 MUX 发送一个通道关闭的请求(Channel_close 0x0014)； 

—— MUX 和 EMMG 发起关闭 TCP 连接的 FIN 请求，收到对方的 FIN 请求确认该请求，把 TCP 连接

全关闭。 

D.2.6 通道和流的测试 

D.2.6.1 测试目的 

进行EMMG和MUX之间的通道和流测试，同时测试意外的连接丢失。 

D.2.6.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一个业务被加扰。 

D.2.6.3 测试步骤 

—— 进行网络捕获； 

—— 在 EMMG 和 MUX 之间，发送通道和流测试消息； 

—— 断开网络连接。 

D.2.6.4 测试期望结果 

在EMMG和MUX之间，发送通道和流测试消息之后，EMMG和MUX相互收到通道和流的状态消息。 

在断开网络连接之后： 

—— EMMG 在 10s 内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然后，发送一个通道测试消息(Channel_Test 0x0102)； 

—— EMMG 在一段时间（不超过 10s）内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断开连接。 

D.2.7 EMM传输测试1 

D.2.7.1 测试目的 

在少量EMM，低带宽情况下，EMM的传输测试。 

D.2.7.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带宽设置为 100kbps。 

D.2.7.3 测试步骤 

—— 发送 100 条 EMM； 

—— 使用码流分析仪来检查传送不同 EMM 的包。 

D.2.7.4 测试期望结果 

EMM包应该是连续的。 

D.2.8 EMM传输测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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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8.1 测试目的 

在少量EMM，高带宽情况下，EMM的传输测试。 

D.2.8.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带宽设置为 500 kbps。 

D.2.8.3 测试步骤 

—— 发送 100 条 EMM； 

—— 使用码流分析仪来检查传送不同 EMM 的包。 

D.2.8.4 测试期望结果 

EMM包应该是连续的。 

D.2.9 EMM传输测试3 

D.2.9.1 测试目的 

在大量EMM，低带宽情况下，EMM的传输测试。 

D.2.9.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带宽设置为 100 kbps。 

D.2.9.3 测试步骤 

—— 发送 70000 条 EMM； 

—— 使用码流分析仪来检查传送不同 EMM 的包。 

D.2.9.4 测试期望结果 

EMM包应该是连续的。 

D.2.10 EMM传输测试4 

D.2.10.1 测试目的 

在大量EMM，中等带宽情况下，EMM传输测试。 

D.2.10.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带宽设置为 500kbps。 

D.2.10.3 测试步骤 

—— 发送 70000 条 EMM； 

—— 使用码流分析仪来检查传送不同 EMM 的包。 

D.2.10.4 测试期望结果 

EMM包应该是连续的。 

D.2.11 EMM传输测试5 

D.2.11.1 测试目的 

在大量EMM，高带宽情况下，EMM传输测试。 

D.2.11.2 测试环境 

—— 启动整个系统； 

—— 带宽设置为 800 kbps。 

D.2.11.3 测试步骤 

—— 发送 70000 条 EMM； 

—— 使用码流分析仪来检查传送不同 EMM 的包。 

D.2.11.4 测试期望结果 

EMM包应该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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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网络设备管理功能要求 

E.1 前端网络设备管理 

E.1.1 网管管理的设备 

网管系统应能够对数字电视前端的编码器、复用器、适配器、解码器、QAM调制器进行设备管理，

包括对设备的参数查询、设置和设备状态监控。 

E.1.2 安全管理功能 

前端系统设备网管能够支持三级安全管理级别：管理员、操作员与监控员。 

E.1.2.1 管理员权限 

管理员的主要功能见表E.1。 

表 E.1 管理员的主要功能 

序号 功  能 要  求 

1 权限管理 

 只有拥有系统管理员权限的操作员拥有权限管理能力； 

 功能权限对应系统中的功能模块以及相应的功能操作； 

 相应权限人员登录后只能执行他拥有权限的操作，其他功能

不可操作。 

2 维护管理员 

 能够添加各种权限的用户，并打开相应的用户管理权限； 

 管理员用户能添加、删除、修改各种权限的用户； 

 所有管理员具有操作网管的所有权限； 

 修改管理密码的权限。 

3 维护操作员 
 能够添加、删除、修改操作员； 

 能够控制相应的用户管理权限。 

4 维护监控员 
 能够添加、删除、修改监控员； 

 能够控制相应的用户管理权限。 

5 拥有权限 

 设备级维护，包括设备添加、设备参数修改、查询； 

 管理员用户才有权创建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维护； 

 管理员具有最高权限，能进行网管提供的所有操作权限。 

E.1.2.2 操作员权限 

操作员的主要功能见表E.2，每项功能的实现不低于表E.2中的要求。 

表 E.2 操作员的主要功能 

序号 功 能 要 求 

1 维护操作员 提供对自己口令的修改。 

2 拥有权限 

可以被选择性的拥有管理员分配对特定设备以下管理权限： 

 拥有对设备参数修改、查询； 

 报表管理、配置数据备份； 

 配置数据备份恢复； 

 告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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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3 监控员权限 

监控员的主要功能见表E.3，每项功能的实现不低于表E.3中的要求。 

表 E.3 监控员的主要功能 

序号 功 能 要 求 

1 监控员 提供对用户口令的修改。 

2 拥有权限 拥有管理员分配的对特定设备参数、运行状态查询功能。 

E.1.3 设备管理功能 

设备管理功能包括设备参数的查询、设置、上电恢复等，相应的功能要求见表E.4～表E.9。 

E.1.3.1 通用参数与设备告警参数 

前端设备的通用参数与设备告警参数管理功能见表E.4。 

表 E.4 前端设备的通用参数与设备告警参数管理功能 

E.1.3.2 编码设备参数 

编码设备参数管理提供如下功能见表E.5。 

表 E.5 编码设备参数管理提供的功能 

序号 功能 要求 查询 设置 上电恢复

1 节目信息 
以下部分或全部信息：节目的槽位号、通道号、节

目号、节目名、节目提供商和节目的各类 PID。 
具备 具备 具备 

 视频输入选择、编码色度格式、输出码率、彩

条产生方式； 

 编码制式、分辨率、编码模式、GOP 帧数、图

像格式、图像宽高比、IDC 精度、隐藏运动向

量、运动估值搜索范围、输入接口。 

具备 具备 具备 
2 视频编码参数 

视频输入状态。 具备 — — 

3 音频编码参数 
音频采样率、编码协议、编码模式、输出码率、音

量调节、静音设置、是否产生测试信号。 
具备 具备 具备 

4 视频ADC参数 
亮度增益、色相位、对比度增益、色饱和度增益、

AGC 控制。 
具备 具备 具备 

通道开关状态、有效码率。 具备 具备 具备 
5 ASI接口特性 

槽位号、通道号、通道有效状态。 具备 — — 

E1 接口 CRC 控制、帧结构、组标志、环回控制、

时钟控制、TS 码流帧长。 
具备 具备 具备 

6 E1接口特性 
E1 接口数量、CRC 状态、本地同步、远端同步、锁

定状态。 
具备 — — 

序号 功 能 要 求 查询 设置 
上电

恢复 
上报

 设备位置、设备名称； 

 面板控制； 

 本地网关、设备对时、串口波特率。 

具备 — 具备 — 

1 通用参数 
 以太网口 IP、子网掩码、缺省网关； 

 透传网口 IP、子网掩码、缺省网关、网元参数；

 TS 网口 IP、子网掩码、缺省网关、网管 PID。 

具备 — 具备 — 

2 设备告警 紧急告警、严重告警、次要告警、一般提示。 具备 具备 具备 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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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3 复用设备参数 

复用设备参数管理功能见表E.6。 

表 E.6 复用设备参数管理功能 

序号 功 能 要 求 查询 设置 上电恢复

1 配置信息 输入/输出直通 PID、输入通道号、输入槽位号。 具备 具备 具备 

 输出控制、信道控制、输出传输流 ID、输出码

率、PCR 周期、PAT 周期、PMT 周期、SDT 周期、

RS 编码、交织； 

 输入选择、信道控制、DS3 模式号、RS 解码、

解交织。 

具备 具备 具备 
2 复用特性参数 

输入信道有效输入码率。 具备 — — 

3 TS码流监视特性 有效 TS 包、空闲 TS 包、IP 数据包。 具备 — — 

4 节目管理 
节目号、节目名、提供商、基本流 PID 类型、基

本流 PID、同步方式。 
具备 具备 具备 

5 码流分配特性 工作模式。 具备 具备 具备 

6 TS属性 

输入选择、DS3 模式号、输入信道控制、输出信道

控制、输出控制、PCR 发送周期、SDT 发送周期、

PAT 发送周期、PMT 发送周期。 
具备 具备 具备 

E.1.3.4 适配器设备参数 

适配器设备参数管理功能见表E.7。 

表 E.7 适配器设备参数管理功能 

序号 功能 要求 查询 设置 上电恢复

1 基本参数设置 提供对输入的输入选择、信道编码的设置。 具备 具备 具备 

2 PSI/SI信息的设置 
提供对 PID 过滤的设置； 

提供对 PID 映射的设置。 
具备 具备 具备 

E.1.3.5 加扰器参数 

加扰器参数管理功能见表E.8。 

表 E.8 加扰器参数管理功能 

序号 功能 要求 查询 设置 上电恢复

1 基本参数 

 ECMG、EMMG、CP、Network ID、TS ID 的参数； 

 已加扰的节目信息、AC 信息、CAT  CA 描述子参数；

 CAS_ID、Sub_CAS_ID。 

具备 具备 具备 

E.1.3.6 调制设备 

调制设备参数管理功能见表E.9。 

表 E.9 调制设备参数管理功能 

序号 功能 要求 查询 设置 上电恢复

1 基本参数 

 输入选择、信道编码； 

 输出的调制数、符号率、输出频率、输出增益、

输出码率； 

 输出控制的射频开关、PID 映射开关、PID 过

滤开关、PID 插入开关。 

具备 具备 具备 

2 PSI/SI信息 
 PID 过滤参数； 

 PID 映射参数。 
具备 具备 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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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 设备配置的导入导出 

网管提供设备间参数的导入导出功能见表E.10。 

表 E.10 设备间参数的导入导出功能 

序号 功 能 要 求 

1 设备信息的导入导出 

 编码器设备所有参数的导入导出功能； 

 复用器设备的所有参数的导入导出功能； 

 适配器设备的所有参数的导入导出功能； 

 解码器设备的所有参数的导入导出功能； 

 QAM 设备的所有参数的导入导出功能。 

2 节目信息 
 编码器的节目信息的导入导出功能； 

 解码器节目信息的导入导出功能。 

3 PSI/SI 信息 QAM 配置 PSI/SI 信息的导入导出功能。 

E.1.5 设备的组网拓扑管理 

网管系统应该提供对设备的拓扑管理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对前端设备网络的拓扑结构、网络结点

的相对地理位置、设置结点内部功能单元间的业务连接关系进行设计、修改和维护，便于用户在使用中

清楚明了整个网络的实际拓扑链接。 

在网管操作界面设计上应该达到可以很方便的用鼠标或键盘操作直接建立设备间拓扑关系图，使得

拓扑组网建立更加形象化，简洁化，方便用户对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拓扑图内设备应该可以根据具体设备类型、IP 地址以及逻辑关系进行自动排序。  
E.1.6 设备维护功能 

E.1.6.1 设备的复位功能 

可以直接通过网管系统远程实现对系统组网中的所有前端设备（具体可根据设备实际情况，可以包

括设备单板或模块）的复位操作，方便在设备发生故障时能通过网管系统远程复位、迅速排除问题。  

E.1.6.2 设备的切换功能 

为提高节目播出的可靠性，网管应可以支持编码器、复用器、QAM调制器的1+1和N+1冗余热备份。

提供各种切换矩阵的1+1冗余热备份。以便根据客户网络的实际状况和业务需求，提供满足需求的最优

冗余备份网络结构，完全保证网络中重要业务的安全播出。 

E.1.6.3 设备的故障定位 

网管系统可以实现通过建立设备告警信息与故障设备之间的自动链接，方便故障发生时的问题快速

定位（要求达到设备级或单板级）；具体实现上要求达到通过查询告警信息可以定位链接到故障设备上，

同时根据故障内容给出问题可能原因以及推荐的问题解决方法，帮助问题的尽快定位解决。 

E.1.7 告警上报功能 

告警上报功能见表E.11。 

表 E.11 告警上报功能 

序 号 功 能 要    求 

1 告警响应时间 ≤500ms 

2 告警提醒方式 
 针对紧急告警、重要告警弹出对话框，并进行声光提醒； 

 针对一般告警仅在网管软件显示界面的状态栏提醒； 

 针对一般提醒则直接存入历史记录库，不做提醒。 

3 历史告警查询 
 按照发生时间查询； 

 按照设备类型查询； 

 按照告警级别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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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1 及时准确 

设备告警从设备上报到网管系统上，应遵守相应的性能参数，故障出现后从设备告警信息上报到 网

管显示该告警信息 的时间花费要求≤500ms，同时告警信息应可靠准确，不应有误告警出现。 

E.1.7.2 告警方式 

网管系统上对应的设备告警信息上报应提供如下几种方式（可自定义）： 

—— 以弹出对话框的方式显示紧急和重要的告警信息； 

—— 以网管系统上固定状态栏的方式显示一般告警信息；  

—— 设置为任何情况下不显示具体设备告警信息。 

E.1.7.3 历史告警 

网管系统上设备发生的告警信息应能以数据库文件的方式保存在相应存储介质中，保存时间满足用

户自定义的需求；同时用户可以从网管系统上方便的查询相关历史告警。查询手段可以分为：按照发生

时间查询、按照设备类型查询、按照告警等级查询等。 

E.1.8 告警管理 

告警管理功能见表E.12。 

表 E.12 告警管理功能 

序 号 功  能 要    求 

1 告警分级 告警信息应该有不同级别的划分，对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2 告警信息提示 
告警信息需要提供多种可设置的提示方式：包括传统的 Windows 界面提示对

话框、状态栏、不显示等多种方式。 

3 告警信息显示 
可定义告警信息是否显示以及定义告警信息文字颜色、以便区分严重和一般

告警信息。 

4 告警信息保存方式 
告警信息应该提供自动或手动保存方式、同时可以支持通过文件形式导出的

功能。 

5 告警信息配置 
不同告警信息可以根据具体内容以及应用场合不同来灵活定义告警级别、方

便用户调整。 

6 告警信息内容 

告警信息内容应包括具体：告警设备名称、告警设备所在位置（子网）、设备

名称、设备 IP 地址、设备类型、告警具体内容、告警级别、告警发生时间以

及恢复时间，对应的告警出现原因、以及问题处理建议。 

E.2 HFC网络设备管理 

HFC网络设备管理系统的设备管理器、前端控制器和应答器规范及各种设备的MIB应符合GB/T 

20030-2005的有关规定。 

E.2.1 HFC网络设备管理功能 

HFC网络设备管理功能见表E.13。 

表 E.13 HFC 网络设备管理功能 

序号 项目 要    求 

1 配置管理 
能够识别 HFC 网络的拓扑结构；标识网络的各个设备对象；自动修改指定设备的配

置；动态维护网络配置数据库。 

2 故障管理 
能够准确、快速定位故障的地理位置；识别故障的类型和性质；记录故障的所有信

息；为分析故障原因提供资料。 

3 性能管理 
实时收集网络设备的各种数据，记录并分析数据，预测网络性能的未来趋势，使网

络性能长期运行在最佳状态。 

4 数据管理 
提供数据库管理手段，对网络上的所有设备的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进行科学的管

理，包含查找、统计、分类、打印报表等。 

5 安全管理 支持三级安全管理级别：管理员、操作员与监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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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 配置管理功能 

被测管理系统应能够提供表E.14中所述功能。 

表 E.14 配置管理的主要功能 

序  号 功能对象 要    求 

1 网络拓扑结构 能够创建、调整 HFC 网络的拓扑结构。 

2 管理设备 能够增加、删除、修改 HFC 网络的管理设备。 

3 设备参数 自动或人工设置指定设备的参数值、报警阀值。 

4 配置数据库 配置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 

    

E.2.3 故障管理功能 

被测管理系统应能够提供表E.15中所述的故障管理功能。 

表 E.15 故障管理功能 

序  号 功 能 要    求 

1 当前告警 能够准确、及时显示当前所有告警，定位故障的地理位置。 

2 历史告警 
能够长时间记录并保存告警的详细信息，包括告警起止时间、告警描

述、值班信息等。 

3 告警级别 能够识别故障的类型和性质，如：主要告警、次要告警。 

E.2.4 性能管理功能 

被测管理系统应能够提供表E.16中所述性能管理功能。 

E.16 性能管理功能 

序  号 功  能 要    求 

1 性能参数监测 能够准确、及时监测网络及设备性能参数值 。 

2 参数数值分析 能够分析设备参数监测值的变化趋势，预见设备和网络性能的恶化。

3 告警次数统计 
能够通过同一类设备参数告警次数的周期性统计，分析判断设备或部

件的稳定性。 

E.2.5 数据管理功能 

被测管理系统应能够提供表E.17中所述数据管理功能。 

表 E.17 数据管理功能 

序  号 功 能 要    求 

1 查询 能够按照条件对所有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进行查询。 

2 统计 能够按照条件对所有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进行统计。 

3 分类 能够按照需要对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进行分类。 

4 报表打印 
能够对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以及查询、统计、分类结果以报表方式输

出并打印。 

E.2.6 安全管理功能 

被测管理系统应能够提供表E.18中所述安全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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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8 安全管理功能 

序  号 功  能 要    求 

1 管理员权限 
赋予操作员权限及修改用户信息权限，能够执行管理系统的所有操

作。 

2 操作员权限 赋予监控员权限，及配置管理、数据管理功能。 

3 监控员权限 赋予读取网络设备参数的权限，及故障管理、性能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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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ASI 接口工作模式的要求 

根据GY/T 170-2001中A3.3.3规定，ASI接口具有两种传送包方式。 

为保证互连，系统设备应支持这两种方式的输入，输出建议统一使用数据包的传输格式。 

带数据包的传输格式见图 F.1，带突发数据的传输格式见图 F.2。 

 

 

 

 

 

 

图 F.1 带数据包的传输格式（以 188 字节为例） 

 

 

 

 

 

 

 

图 F.2  带突发数据的传输格式（以 188 字节为例） 

 
 

8B/10B 编码的

MPEG 传送包 

1880 个比特 

填充的数据专用字

符逗号 K28.5 

n×10 比特 

8B/10B 编码的 MPEG 传送包(1880 个比特) 

和填充的数据(n×10 比特) 

8B/10B 编码

的 MPEG 字节

填充的 

数据 K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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