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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节目传输通常采用的方式有微波、
光缆等，传输技术的关键就是传输质量和传输速
度。长期以来，为了满足气象电视节目的传输，采
用人工传输方式，其运行费用相当昂贵。随着计
算机及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及运行成本的降低，
气象电视节目将逐渐实现光缆传输，取代以往的
人工传输方式。
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要求

广播电视节目不同于家庭视听及网络视频节
目，有其特殊的要求如高分辨率、高清晰、图像
无损失等，传输过程必须满足短时间内传输大量
数据。目前广播电视信号处理，引入计算机非线
性编辑技术、ＭＰＥＧ－１、ＭＥＰＧ－２等压缩技术，
配合光纤通讯及宽带网络的出现，使网络传输广
播电视节目成为可能。
广播电视传输的方式
２１点对点用光缆传输方式

作法是发送方一端和接收方一端各置一台光
端机，通过一边播放节目另一方收录的方式，将
电视信号传输到播出部门。例如，中国气象局与
中央电视台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输《天气预报》节
目的。目前西安市，省广电网络公司及电信公司

已将光缆铺设到各小区及城市主要干道旁。用此
方式传输不必铺设专用光缆，但租赁费用较高。
２２用互联网络传输

用互联网传输是借助于高速发展的数据传输
网络（如高速宽带互联网），其上传下达速度相当
快，在网路畅通的情况下，传输几分钟的《天气
预报》节目，不存在问题。通常作法是将电视节
目信号通过广播级压缩，压缩成双方互认的影像
编码，再将文件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到电视播出
部门。影响传输的主要问题是网路必须畅通。互
联网传输成本较低，但网络的安全不能保证。
２３专用网络传输

专用网络和互联网传输类似，需要将节目信
号转换成广播级的数据信号，通过专用网络传输
到播出部门。目前陕西省气象局向北京ＣＣＴＶ－
１０《今日气象》栏目传输的节目素材，就是采用
拨号网络接通北京华风专用服务器，将节目素材
拷贝到对方许可的服务器目录中。传输节目数据
文件到播出部门，双方都需要熟练的操作技术。采
用这种方式时，对方往往出于自身网络安全保护，
会不予接受。这也是一种成本不高的传输方式。

量，在遇到自然降水起伏较大的降水日时，通过
回归分析求得的作业区０８—２０时降水量期待值
可能出现较大偏离，更深入的工作可通过选取与
降水有关的其它协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来提高效果
评估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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