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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统一和规范各行业进行的网络电视工程建设，使网络

电视系统工程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

合理、节能环保，编制本规范 。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具有一定用户规模，可管可控的网络电视业

务运营平台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建设，不适用于网络电视内容

制作、播控系统、机顶盒及终端等建设内容 。

1. O. 3 工程建设应遵守国家有关网络电视的相关要求，贯彻国家

的基本建设方针政策，坚持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正性 。

1. O. 4 工程建设应充分考虑多领域网络电视应用的统筹规划、集

中建设、资源共享，满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

1. O. 5 工程建设应保证网络电视的整体网络质量，做到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

1. O. 6 工程建设应选用出具合格检验报告、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要

求的材料和设备 。

1. O. 7 在我国抗震设防烈度 7 烈度以上(含 7 烈度)地区进行电

信网络建设时应满足抗震设防的要求，使用的主要电信设备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电信设备抗地震性能检测规范 >> YD 5083 的

规定 。

1. O. 8 建设方案、技术方案、设备选型都应以网络发展规划、市场

发展规划为依据，充分考虑远期发展的可能性 。

1. O. 9 网络电视工程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l . 



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网络电视 internet protoco l te levision 

一种基于 lP 宽带网络为用户提供的具有交互性、实时性、

QoS/QoE 保障和安全机制的多媒体服务 。

2. 1. 2 网络电视终端 lPTV t ermina l 

支持网络电视接人的终端设备 。 通过与应用功能交互，获取

EPG、内容版权许可证、密钥等业务信息;与媒体交付系统交互，接

受网络电视业务，完成解密和解码功能 ;负责接收终端用户的控制

指令 。 网络电视终端或直接与电信网链接，或通过家庭网关与电

信网链接 。

2. 1. 3 媒体交付系统 media delivery sys tem 

负责内容从节目源到客户端的传送，包括分发/传送、存储、调

度控制和流服务等功能模块组成的系统 。

2. 1. 4 门户导航系统 portal navigation syst em 

为用户提供访问业务的界面，包括统一界面、业务导航和节目

导航等功能模块组成的系统 。

2. 1. 5 业务管理系统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负责 IPTV 业务系统中与业务密切相关的管理工作，包括策

略管理、用户管理、业务定制、内容服务引擎、用户认证、SP 管理和

计费等功能模块组成的系统 。

2. 1. 6 电视直播 linea r TV 

用户能够根据电视系统侧的广播频道直接选择收看电视节目

的电视业务 。

2. 1. 7 视频点播 video on demand 



根据用户个性需求提供音视频存储内容播放的电视业务 。 用

户可控制播放过程，包括快进、快退、重放等 。

2. 1. 8 时移电视 time-shi ft TV 

用户接收实时播放的广播频道时，可为用户提供短暂的暂停、

倒退和快进操作的电视业务 。

2. 1. 9 数字版权管理 digita l rights management 

出版者用来控制被保护数字媒体内容使用权的技术 。 通过内

容加密、密钥管理、用户授权控制和内容解密等环节对数字媒体内

容进行有效的保护，防止数字内容的非法使用 。

2. 1. 10 电子节目菜单 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网络电视的门户界面，所有数字电视节目将按不同的分类规

则组合在一起 ，用户可通过遥控器查看并选择节目菜单中的电视

节目，也可直接切换到正在播放的节目 。

2. 1. 11 交付 deli very 

在网络电视体系架构中，向终端用户发送媒体内容的操作 。

2. 1. 12 分发 distribution 

在网络电视体系架构中，为后续交付将媒体内容发送到合适

中间位置的操作。

2. 1. 13 流 stream

按时间轴方向 的单向连续媒体数据 。

2. 1. 14 H. 264 

由 ITU-T 视频编码专家组 (VCEG) 和 ISO/IEC 动态图像

专家组 ( MPEG)联合组成的联合视频组(JVT , joint video team) 

提出的高度压缩数字视频编解码器标准 。 H.264 是 lTU 一 T 的

标准命名，在 ISO/IEC 中指 MPEG - 4 第十部分 。

2. 1. 15 组播 multicast 

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实现点对多点的信息传输方式 。

2. 1. 16 单播 umcast

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实现单点对单点的信息传输方式 。

• 3 • 



2. 1. 17 业务提供商 service provider 

以收取资费或签约方式向消费者或其他用户提供电信业务的

运营商 。 业务提供商可运营网络，亦可不运营网络 。 业务提供商

可以是另一业务提供商的客户，亦可不是其客户。 业务提供商需

从内容提供商处获取内容或内容授权，然后将内容打包成一项业

务供终端用户消费。

2. 1. 18 内容提供商 conten t provider 

自身拥有或经授权销售内容或内容资产的实体 。

AAC 

CP 

DRM 
EPG 
FTP 

IGMP 

IP 
IPTV 

PIM-SM 

RAID 

SP 
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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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advanced a udio coding 

content provider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electronic programmer guide 

fil e transfer protocol 

m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internet protocol 

internet protocol telev is ion 

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

cast-sparse mode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巳nd 

ent disk 

service provider 

video on demand 

高质量音频编码

内容提供商

数字版权管理

电子节目菜单

文件传输协议

lnternet 组管理协议

互联网协议

网络电视

稀疏模式独立组播

协议

独立冗余磁盘阵列

服务提供商

视频点播



3 总体技术要求

3.1 业务需求及实现方式

3. 1. 1 网络电视业务可分为基本电视业务和扩展业务 。

3. 1. 2 基本电视业务应包括电视直播、视频点播和时移电视 。

3. 1. 3 网络电视系统应根据自身业务需求选择业务功能，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 IPTV 业务需求 ))YD/T 1654 的有关规定 。

3. 1. 4 电视直播宜采用组播方式 。

3. 1. 5 视频点播和时移电视应采用单播方式。

3.2 体系架构

3.2.1 网络电视系统功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IPTV 业务系统

总体技术要求))YD/T 1 823 的有关规定(图 3.2. 1)。

3.2.2 网络电视系统物理模型架构及系统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IPTV 管理体系结构 ))YD/T 2265 的有关规定(图 3.2.2) 。

3.2.3 媒体交付系统功能系统功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IPTV

系统的媒体交付系统一一基于 CDN 结构 )) YD/T 2264 的有关规

定(图 3.2.3) 。

3.2.4 业务管理系统功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IPTV 业务管理

系统体系架构)) YD/ T 2015 的有关规定(图 3.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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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设计

4. 1 网络架构和节点功能设置

4. 1. 1 网络电视总体网络架构层次应分为全国中心、省级中心、

地市中心和边缘节点四级，主要应包括组成网络电视业务运营平

台的业务管理系统、媒体交付系统和门户导航系统(图 4 . 1. 1) 。

4. 1. 2 业务管理系统应分为全国中心和省中心两级，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全国中心应具备全国性 CPCSP)管理功能、全国性业务管

理功能和全国性业务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等功能;

2 省中心应具备省级 CPCSP)管理功能、全省业务管理功能

和全省用户管理功能;

3 业务管理系统全国中心应与全国内容运营中心对接;

4 业务管理系统省中心应与省内容运营中心对接 。

4. 1. 3 媒体交付系统应分为全国中心、省中心、地市中心和边缘

节点四级，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国中心应负责省际业务的调度和控制、省际内容分发和

传送，不宜提供流服务;

2 省中心应负责省内城际业务的调度(控制)、省内城际内容

分发(传)送和全省媒体内容存储，井应根据分发策略提供内容存

储和流服务;

3 地市中心应负责地市内区域级业务的调度和控制、地市内

区域级内容分发和传送，并应根据分发策略提供内容存储和流

服务;

4 边缘节点应根据分发策略提供内容存储和流服务 。

4. 1. 4 门户导航系统应分为全国中心、省中心、地市中心和边缘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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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四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国中心应负责省际业务的调度(控制)、全国级 EPG 模

板制作、EPG 页面发布，不直提供 EPG 服务;

2 省中心应负责省内城际业务的调度和控制、省级 EPG 模

板制作、 EPG 页面分发，不宜提供 EPG 服务;

3 地市中心应负责地市内区域级业务的调度和控制、地市级

EPG 模板制作、 EPG 页面分发，并应根据服务策略提供 EPG

服务;

4 边缘节点应根据门户服务策略提供 EPG 服务 。

4. 1. 5 在全国中心建成前，可先期建设省级网络电视系统 。

4. 1. 6 全国中心宜直联全国 IP 承载网的骨干层 。

4. 1. 7 省中心宜直联省 IP 承载网的骨干层 。

4. 1. 8 地市中心宜直联地市 IP 城域网的核心层 。

4. 1. 9 边缘节点宜直联地市 IP 城域网的汇聚层 。

4.2 局址选择

4.2.1 网络电视系统局址应根据网络规划要求，并应结合传输、

供电、机房建筑、运营维护和投资费用等条件综合确定 。

4. 2.2 全国中心宜与全国 IP 承载网的骨干节点设在同→局址 。

4.2.3 省中心宜与省 IP 承载网的骨干节点设在同一局址 。

4.2.4 地市中心直与 IP 城域网的核心节点设在同一局址 。

4. 2.5 边缘节点宜根据用户分布和业务区域划分与 IP 城域网的

汇聚节点合设在同一局址 。

4.3 业务参数

4.3. 1 业务参数应根据市场业务发展策略、用户规模预测和用户

行为预测确定 。 业务参数应包括用户峰值并发率、业务功能使用

率 、服务响应率和内容存储比例。

4.3.2 各级节点对所有运营内容的存储比例应根据内容分发策



略确定，各级节点对覆盖用户群的服务响应率应根据业务交付策

略确定 。

4.3.3 内容分发策略和业务交付策略应统筹考虑，可根据现网服

务响应率实测或预先取定确定参数值 。

4.4 媒体交付系统设计

4.4.1 媒体交付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媒体交付系统设计应根据内容分发策略将内容分发至各

级节点，通过负载均衡和内容调度等算法实现资源分配和用户

服务;

2 媒体交付系统设计应根据业务交付策略将用户请求解析，

利用内容路由技术通过负载均衡系统将用户的内容请求导向至最

佳服务节点;负载均衡系统应包括全局负载均衡系统和本地负载

均衡系统;

3 媒体交付系统各节点的存储容量宜采用 RAID 技术保证

存储可靠性，针对流媒体文件宜采用 RAID5 方式;存储设备性能

应与媒体交付系统的1/0 能力相匹配;当容量确定时，宜采用高

转速、多磁盘的配置策略，以及可提高流媒体内容存储和读取效率

的内容存储技术 。

4.4.2 媒体交付系统流服务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媒体交付系统流服务能力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 节的规定;

2 单播方式流服务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 = N u .pu . p . . P. .B 

式中 : C，-流服务能力;

N u -- 覆盖用户数 ;

P" --用户峰值并发率;

PS-一一业务功能使用率;

P" --服务响应率;

B一一业务码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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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播方式流服务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C, = N m 0 B 

式中 :C， - 流服务能力;

Nm 组播业务数;

B一一一业务码流 。

(4 . 4.2-2) 

4 流服务能力应以峰值并发用户请求量为关键能力计算值;

5 媒体交付系统服务能力应考虑系统处理能力冗余 。

4.4.3 媒体交付系统存储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媒体交付系统存储能力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 节的规定;

2 存储能力应按下式计算，其中，内容存储比例取值应符合

本规范第 4. 3 节的规定，可按本规范附录 A 执行。

c = T m 0 B 0 Po 0 R -
8 

式中 :Co - 存储能力;

Tm一一媒体内容服务时长 E

B-一一业务码流;

P。 内容存储比例;

R一-RAID 冗余系数。

(4.4.3) 

3 媒体交付系统存储能力应考虑数据存储容量冗余。

4.5 门户导航系统设计

4.5.1 门户导航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户导航系统应采用分层、分布式系统架构;

2 门户导航系统宜具备负载均衡功能，将用户的门户展现请

求导向至最佳服务节点。负载均衡系统直包括全局负载均衡系统

和本地负载均衡系统。

4.5.2 门户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户导航系统服务能力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 节的规定;

2 服务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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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 N u • P u • P 

式中 :Cp一一门户导航服务能力;

N u -- 覆盖用户数;

Pu -一用户峰值并发率;

1 业务功能使用率。

(4. 5.2) 

3 门户服务能力应以峰值并发用户请求量为关键能力计

算值;

4 门户导航系统服务能力应考虑系统处理能力冗余 。

4.6 业务管理系统设计

4.6.1 业务管理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业务管理系统宜采用分级方式部署;

2 业务管理系统宜具备负载均衡功能，满足提高服务效率、

提供安全冗余和能力在线扩容要求;

3 数据库宜根据业务数据相关性划分设置;

4 存储设备宜同时具备在线系统和离线系统，可采用 RAID

技术保证存储可靠性;

5 存储设备性能应与业务管理系统的 1/0 能力相匹配。

4.6.2 业务管理系统服务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业务管理系统服务能力应符合本规范第 4.3 节的规定;

2 服务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Cb = N u • P u • P, 

式中 :Cb一一业务管理服务能力;

Nu -覆盖用户数;

Pu -- 用户峰值并发率;

P，一一业务功能使用率。

(4.6.2) 

3 业务管理能力应以峰值并发用户请求量为关键能力计

算值;

4 业务管理系统服务能力应考虑系统处理能力冗余。

• 14 • 



4.6.3 业务管理系统存储能力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存储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ca = Cr • N r • N u • R 

式中 :C。一一存储能力;

Cr一一一单用户业务数据文件容量;

Nr一一数据保存期内平均记录次数;

Nu -- 覆盖用户数;

R--RAID 冗余系数 。

(4 . 6. 3) 

2 业务管理系统存储能力应考虑数据存储容量冗余 。

4.7 网络管理功能需求

4.7.1 网络电视网络管理系统应提供对网络电视系统中所有子

系统以及终端的管理功能，具体功能全网应保持统一，具有延

续性。

4.7.2 网络电视网络管理系统的层次架构应包括网络管理层、网

元管理层和网元层(图 4. 7.2) ，其中网元管理层应包括系统设备

管理子系统和终端设备管理子系统 。

网络管理层

网元层

图 4.7.2 网络管理系统层次架构图

4.7.3 系统设备管理子系统应支持拓扑管理、配置管理、性能管理、

告警管理、日志管理、诊断测试及安全管理，具体功能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 IPTV 业务系统总体技术要求>>YD/T 1823 的有关规定。

4.7.4 终端设备管理子系统应支持对终端的业务与配置管理功

能、状态与性能统计管理功能、版本管理功能、故障管理功能 。

4.7.5 网络管理系统应支持冗余，并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4.7.6 网络管理系统应提供与其他系统对接所需的管理接口 。

4.7.7 网络管理系统配置应根据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运营体制及

运维要求综合考虑。

4.8 流量计算

4.8.1 网络电视系统各级中心及边缘节点业务流量可分为出流

量与人流量 。 出流量应包括直播业务、点播业务、时移业务、增值

业务和内容发布的发送流量。入流量应包括内容源的接收流量 、

用户认证流量、业务请求流量。流量计算均应按出流量考虑 。

4.8.2 直播业务出流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组播方式时，应按下式计算 :

式中:队一-业务流量;

Nm一一组播业务数;
β一一业务码流 。

Ds = N m • B 

2 当采用组播中继方式时，应按下式计算 :

D, = N m • B . N" 

式中 :D，一一业务流量;

Nm一一组播业务数;

B一一业务码流;

N p 分发节点数 。

3 当采用单播方式时，应按下式计算:

Ds = N u • Pu • P绢 • P. • B 

式中 :D，一-一业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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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 覆盖用户数;

PU - 一用户峰值并发率;

1 业务功能使用率;

P . -- 服务响应率;

B一一业务码流 。

4.8.3 点播业务出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D, Nu.Pu.P , .P. .B 

式中 :D，二一业务流量;

Nu - 覆盖用户数;

Pu 用户峰值并发率;

p骂二二业务功能使用率;

P.一→-服务响应率;

B一一业务码流 。

4.8.4 时移业务出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D, N u • Pu • P , • P. • B 

式中 :Ds一一业务流量 ;

N" -- 覆盖用户数;

Pu -- 用户峰值并发率 ;

P，-一业务功能使用率;

P. 服务响应率;

B一一业务码流 。

(4. 8.3) 

(4. 8. 4) 

4.8.5 扩展业务出流量应按业务实际情况考虑计算公式 。

4.8.6 内容发布的发送流量计算应满足内容分发策略的要求 。

4.9 系统安全要求

4.9.1 网络电视系统安全要求应包括防范网络电视系统故障和

防范网络攻击 。 防范网络电视系统故障应同时防范单点自发故障

和承载网络故障导致的继发故障 。

4.9.2 防范单点自发故障应针对中心和节点采用不同的冗余方



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国中心和省中心内设备宜采用 1 + 1 热备冗余方式，宜

采用双中心冗余方式设置，具备冗余调度策略;

2 边缘节点宜具备冗余调度策略 。

4.9.3 承载网络应具备系统冗余或恢复保护机制，各中心及节点

间的承载网络的互联链路宜采用双路由，并具备冗余流量带宽 。

4.9. 4 防范网络攻击采取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网络电视系统和外部承载网宜采用网络防火墙系统隔离，

防火墙系统不宜对非信令流量进行过滤;

2 网络电视系统的重要服务器设备宜采用设置防病毒网关 ;

3 网络电视系统应根据各子系统的安全要求及业务访问需

求进行安全域的划分与隔离 ，并应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

4 关键业务数据宜部署安全存储备份系统 。

4. 10 对承载网的要求

4.10.1 网络电视承载网应支持网络电视各种业务的用户接入、

用户认证、内容传送，并满足业务所需的带宽 、服务质量 、组播、可

靠性以及安全性等要求 。

4.10.2 网络电视承载网带宽应与网络电视系统的视频清晰度相

匹配 。

4.10.3 网络电视承载网端到端业务服务质量应符合表 4 . 10. 3 

的规定 。

表 4.10. 3 网络电视承载网端到端业务服务质量要求

类别
音视频编码典型码率 时延 抖动

丢包率
( Mbps) (ms ) (ms) 

标准 2.0 200 300 7. 3I X I O- 6 

清晰度 3. 75 200 300 5. 46 X 10- 6 

8.0 200 600 1. 28 X 10- 6 
高清晰度

12.0 200 600 1. 22 X I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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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网络电视承载网全网应提供对组播的支持 。 承载网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骨干网应支持 PIM - SM 组播路由协议，当跨域实现网络

电视业务时，还应支持跨域组播;

2 城域网应支持 PIM - SM 组播路由协议和 IGMP 组成员

管理协议;

3 接入网设备应支持组播功能，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IPTV

对接入网络的技术要求(第一阶段) ))YD j T 1695 的有关规定 。

4.11 编解码方式设计要求

4.1 1. 1 网络电视视频编码标准应根据技术先进性、标准开放性、

许可证费用、终端支持程度、内容支持程度 、 DRM 及自身网络承

载等条件综合确定 。

4.1 1. 2 网络电视视频编码应支持抗误码能力和数据丢失补偿

能力 。

4.1 1. 3 网络电视音频编码应支持多种采样速率，以及单通道、多

通道、立体声的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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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要求

5. 1 机房及环境要求

5. l. 1 设备安装地点应选择在便于维护管理和安装的专用机房

内，机房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 GB

50174 、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 50462 、 《 通信建

筑工程设计规范 ))YD 5003 的有关规定 。

5. 1. 2 机房室温宜为 23 0C 士 2 0C ，相对湿度宜为 5 5 % :l: 15 % 。

5. 1. 3 机房内净高不宜小于 3.0m，机房楼板活荷载不宜小于

8kN/ m2
0 

5. 1. 4 网络电视系统设备应由不间断电源系统供电，不间断电源

系统应有自动和手动旁路装置;当市电发生故障时，可选择油机作

为备用电源 。

5. 1. 5 机房内地板或地面应有静电泄放措施和接地构造，防静电

地板或地面的表面电阻或体积电阻应为 2. 5 X 104 n~ 1. OX 109 n , 

并应具有防火、环保、耐污耐磨性能 。

5. 1. 6 机房内供电设计、照明设计和弱电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 ))YD/T 5 00 3 的有关规定 。

5. l. 7 机房内所有设备可导电金属外壳、各类金属管道、金属线

槽、建筑物金属结构应进行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

5. l. 8 室外安装的安全防范系统设备应采取有防雷电保护措施，

电酒、线、信号线应使用屏蔽电缆，避雷装置和电缆屏蔽层应采取接

地措施，机房的防雷接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通信局(站)防雷与

接地工程设计规范 ))YD 5098 的有关规定 。

5. 1. 9 机房的防火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GB 50016 及《邮电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YD 5002 的有关规定，



机房宣设置洁净气体灭火系统，机房内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等危

险品。

5. 1. 10 抗震措施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 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 ))YD 5059 的有关规定 。

5. 1. 11 安全防范系统宜由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和

出入口控制系统组成，各系统之间应具备联动控制功能。

5.2 安装要求

5.2.1 电缆走道及槽道的位置、高度应符合工程设计文件要求。

5.2.2 电缆走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走道应平直，无明显起伏、扭曲和歪斜;

2 电缆走道与墙壁或机列应保持平行，每米水平误差不应大

于 2mm;

3 吊挂安装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并应垂直、整齐、牢固;

4 地面支柱安装应垂直稳固，垂直偏差不应大于1. 5%0 ; 同

一方向立柱应在同一条直线上;

5 电缆走道的侧旁支撑、终端加固角钢的安装应牢固、端正、

平直;

6 沿墙水平电缆走道应与地面平行，沿墙垂直电缆走道应与

地面垂直 。

5.2.3 槽道安装应平直、牢固，列槽道应成一直线，两槽并接处水

平偏差不应大于 2mm。

5.2.4 设备安装位置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

5.2.5 设备机架列间距应考虑工艺设备维护空间、用户安全隔离

需求，还应根据机架装机功率密度的大小，合理选择列间距。

5.2.6 设备机架安装的抗震加固措施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并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 ))YD 5059 的有关

规定，各直列上、下两端垂直倾斜误差不应大于 3mm 。

5.2.7 同列机架的设备面板应处于同一平面上，相邻机架的缝隙



不应大于 3mm 并保持机柜门开合)1阪畅 。

5.2.8 所有紧固件应拧紧，同一类螺栓露出的长度应一致 。

5.2.9 地线与铁架连接应加弹簧垫片保证接触良好 。

5.2.10 机房线缆布放应采用上走线方式，线缆布放时应采用走

线架，走线架应选择开放式线架，宜设置二层走线架 。

5.2.11 走线架应整体规划，整体走线架设施不应影响机房空调

气流组织 。 走线架及走线槽道的安装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电信机房铁架安装设计标准 ))YD/T 5026 、 《 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

计规范 ))YD 5059 的有关规定。

5.2.12 走线架、线槽和护管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线缆最小允许

弯曲半径，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GB 50303 的有关规定。在活动地板下敷设时，电缆桥架或

线槽底部不宜紧贴地面 。

5.2.13 机房内走线应减少交叉，布线应整齐;交、直流电源的电

力电缆应分开布放;电力电缆与信号线缆应分开布放，间距不应小

于 150mm 。 当必须交叉时，应采取隔离措施分开走线，保持地槽

或走线架清洁、整齐、干燥 。

5.2.14 机房内布线绝缘不应小于 20Mn 。

5.2.15 电源线布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电源电缆的规格、型号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2 采用的电力电缆，应是整条电缆料，不得中间接头;且电缆

外皮应完整，芯线及金属护层对地的绝缘电阻应符合出厂要求;

3 电力电缆拐弯应圆滑均匀，铠装电缆的弯曲半径应大于或

等于其直径的 12 倍，塑包电缆及其他软电缆的弯曲半径应大于电

缆直径 6 倍;

4 当采用铜、铝汇流条馈电时，汇流条的截面积应符合设计

要求，且表面应光洁平整，无锈蚀、裂纹和气泡;

5 设备电源引入线应利用自带的电源线;当设备电源线引人

孔在机顶时，可沿机架顶上顺直成把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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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馈电母线为铜、铝汇流条时，设备电源引入线应从汇流

条的背面引下，连接螺栓应从面板方向穿向背面，连接紧固正负引

线和地线应顺直并拢;电缆两端应采用焊接或压接与铜接头可靠

连接，井应在两端设置明确标志 。

5.2.16 信号线及控制线布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缆规格、型号、数量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2 布放线缆应有序、顺直、整齐，避免交叉纠缠;

3 线缆弯曲应均匀、圆滑一致，弯曲半径宜大于 60mm;

4 线缆两端应有明确标志。

5.2.17 接地线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地引接线截面积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宜使用热镀辞扁

钢、多股铜芯电缆或铜条;

2 机房内应采用联合接地系统，保护地及电源工作地均应由

室内同一接地系统引出;

3 机架接地线宜采用 16mm2 的多股铜线，机架内设备应就

近由机架汇流排接地;

4 接地线布放宜短、直，多余导线应截断，所有连接应使用铜

接头或连接器连接，铜接头应可靠压接或焊接。

5.2.18 光纤布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纤的规格、程式应符合设计规定，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

文件及技术规范书的要求;

2 光纤布放的路由走向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3 光纤应布放在光纤专用槽道;

4 光纤在槽道内应顺直，不应扭绞;

5 槽道内光纤拐弯处的布放曲率半径不应小于 40mm;

6 光纤两端的预留长度应满足维护要求 ; 盘放曲率半径不应

小于 40mm，不应扭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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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验收

6. 1 验收前准备

6. 1. 1 工程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6. 1. 2 机房的环境条件应符合施工要求 。

6. 1. 3 设备通电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源系统应工作正常，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2 设备输入电压应符合设备说明书技术要求 。

6. 1. 4 设备加电开机检查应按设备说明书技术要求步骤开机，并

应用设备自备监视系统检查，设备应状态正常，各种辅助设备和告

警装置应状态正常。

6. 1. 5 已安装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志应齐全、正确;

2 各种零件、配件安装位置应正确，数量应齐全;

3 各种选择开关应按设备技术说明书置于指定位置 ;

4 各类保险的规格应符合设备技术说明书的要求;

5 设备接地应良好、可靠;

6 电源引人线极性应正确，连接应牢固可靠 。

6. 1. 6 初验前应完成相关竣工技术文件的编制 。

6.2 工程初验要求

6.2.1 在运行开通前，应进行用以检验主要系统和相关设备是否

符合运转要求的初验 。

6.2.2 初验项目应包括下列项目内容，具体测试方法及测试指标

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

1 设备硬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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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节点容量测试;

3 门户导航功能及服务器性能测试;

4 媒体交付功能测试;

5 业务管理功能及服务器性能测试;

6 网络管理功能测试;

7 流媒体服务器性能测试 ;

8 安全、冗余测试 。

6.2.3 初验应在安装工艺和软件版本检查合格后进行 。

6.2.4 验收的计划和内容应依据本规范制订，测试结果应符合设

计要求 。

6.2.5 设备硬件检测应包含下列项目内容:

1 网络设备的检测;

2 服务器设备的检测;

3 存储设备的检测 。

6.2.6 节点容量测试应包含下列项目内容 :

1 检验系统的业务容量;

2 检验系统的 License 许可数量。

6.2.7 下列门户导航主要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

1 EPG 管理模版功能;

2 EPG 模版分发功能;

3 EPG 元数据分发功能;

4 EPG 元数据实时处理功能;

5 EPG 分组管理功能;

6 EPG 数据采集功能;

7 EPG 模版分发功能;

8 EPG 请求调度功能;

9 EPG 配置和管理功能;

10 EPG 模版制作功能;

11 EPG 发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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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PG 分组功能 。

6.2.8 下列媒体交付主要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

1 全局负载均衡功能;

2 本地负载均衡功能;

3 内容分发策略;

4 内容分发方式，包括静态方式和动态方式;

5 内容分发系统的管理功能;

6 系统支持的编码格式 ;

7 流协议的支持功能，包括 TCP 、 UDP 、 RTSP 、 TS 、 HTTP 、

FTP 协议等;

8 内容存储的管理功能 。

6.2.9 下列业务管理主要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1 用户属性、用户注册和用户维护等管理功能;

2 CP CSP ) 的管理功能，包括 CPCSP) 的注册，审核，修改和

查询 CPCSP)信息等管理功能;

3 针对业务运营商的管理功能 2

4 针对操作员的权限管理功能;

5 直播业务的管理功能 ;

6 点播业务的管理功能 ;

7 时移业务的管理功能;

8 计费相关的管理功能;

9 账务管理功能;

10 业务审核功能;

11 业务发布功能;

12 业务暂停、注销或移机等的处理功能;

13 业务管理的统计功能 。

6.2.10 网络管理功能测试应包含下列项目内容:

1 测试对象，主要包含网管系统对网络电视系统内所有功能

子系统及终端网元的管理测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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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范围，主要包含网元拓扑管理功能、网元状态测试功

能、网元业务参数查询功能、网元参数配置功能、网元实时性能测

试功能、异常情况告警功能、告警统计功能、统计报表功能、机顶盒

版本管理功能和机顶盒资源管理功能等 。

6.2.11 EPG 服务器性能测试应包含下列项目内容:

1 测试单台 EPG 服务器页面平均响应时间;

2 测试单台 EPG 服务器认证平均响应时间;

3 测试 EPG 服务器对业务数据的支持能力;

4 测试 EPG 服务器对终端的井发支持能力;

5 测试单台 EPG 服务器生成话单的支持能力 。

6.2.12 流媒体服务器性能测试应包含下列项目内容 z

1 测试流媒体服务器对单文件点播并发的支持能力;

2 测试流媒体服务器对多文件点播并发的支持能力;

3 测试用户点播流媒体服务的成功率;

4 测试满载条件下点播业务响应时间;

5 测试直播转发的时延时长;

6 测试直播转发的内容准确率;

7 测试直播节目录制准确率;

8 测试直播节目录制过程执行时长;

9 在多业务并发情况下对上述性能测试项进行测试。

6.2.13 安全测试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通过模拟外网攻击测试

网络电视系统在有网络攻击的情况下的功能和性能 。

6.2.14 冗余测试应符合下列设计要求:

1 对于有冗余的设备功能模块，应测试其主备自动倒换功

能，发生倒换时应正常提供业务;

2 对于有冗余的系统节点，应测试系统节点间自动保护倒换

功能，发生倒换时应正常提供业务;

3 对于网络中的主备链路，应测试主备链路自动倒换功能，

发生倒换时应正常提供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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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 工程初验前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交完整的竣工技术

文件 。 竣工技术文件一式三份 。

6.2.16 竣工技术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工程设计文件 ;

2 开工报告;

3 工程变更单及洽商记录;

4 竣工图纸 ;

5 已安装设备明细表 ;

6 停(复)工报告;

7 隐蔽工程随工验收签证和阶段验收报告 ;

8 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报告表;

9 验收证书;

10 竣工报告;

11 其他相关记录、备考表;

12 交接书 。

6.2.17 竣工技术文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容应齐全;

2 图纸、测试记录、随工质量记录应与实际相符，数据应

准确;

3 文件外观应整洁，格式、文字应规范、清晰 。

6.3 试运转及竣工验收

6.3.1 试运转阶段应从初验测试合格后开始 ，试运转时间可按订

货合同规定的试运转期限执行，且不应少于三个月 。

6.3.2 在系统试运转期间应观察下列项 目，并应做好记录 ，为竣

工验收测试提供主要依据:

1 由于硬件原因造成系统故障的情况;

2 由于软件原因造成系统故障的情况;

3 冗余切换功能运行情况 。



6.3.3 试运转期间的主要指标和性能应达到工程设计文件及技

术规范书中的规定。当主要指标不符合要求时，应在解决问题后，

从次日开始重新试运转三个月;当对有关数据发生疑问时，经双方

协商，可对有关数据重测，进行验证 。

6.3.4 工程竣工验收应在试运转符合要求后进行。

6.3.5 工程竣工验收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各阶段测试应确认检查结果;

2 验收组认为必要项目应复验;

3 设备应清点核实;

4 对工程应进行评定和签收 。

6.3.6 对验收中发现的质量不合格项目，应由验收组查明原因，

确认责任，提出处理意见 。

6.3.7 工程竣工后，应对施工质量进行综合考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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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业务模型参考

A.O.l 当直播业务采用组播方式时，用户模型可按表 A. O. 1 

执行 。

表 A.O. l 参考用户模型

IPTV 用户并发率， 30%

组播业务 单播业务 扩展业务 EPG 闲置率

65% 5% 

25 % VOD 业务| 时移业务 流媒体 | 非流媒体 5% 

35 % 65 % 10% 90 % 

由于分发策略将会影响到边缘节点的存储容量需求和承载网的带宽

需求，各省可根据当地承载网络的情况，核算上述两项扩容费用，选择

分发策略。以 VOD业务为例，可采用的分发策略包括以下三种:

策略 1 ，

边缘节点存储 20 %的 VOD 业务内容 ，可满足 80% 的 VOD 业务访

问流量 .

上级节点存储 100 % 的 VOD 业务内容，承担其余 20% 的 VOD 业

务访问流量以及边缘节点的 VOD 业务内容分发 。

分发策略 策略 2 ，

边缘节点存储 50% 的 VOD业务内容，可满足 90% 的 VOD 业务访

问流量 .

上次节点存储 100% 的 VOD 业务内容，承担其余 1 0 % 的 VOD 业

务访问流量以及边缘节点的 VOD 业务内容分发 。

策略 3 ，

边缘节点存储 1 00 % 的 VOD 业务内容，可满足 100% 的 VOD 业务

访问流量 。

上级节点仅作为冗余节点，正常情况下不负担 VOD业务访问流量

注， 1 时移业务的分发策略也可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

2 上述所有取值均为经验值 ，建设时应按需测算，并按实际运营数据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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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 2 当直播业务采用单播方式时，用户模型可按表 A. O. 2 

执行 。

表 A.O.2 参考用户模型

IPTV 用户并发且在 :30 %

单播业务 扩展业务 EPG 闲置率

90% 5% 

直播业务 VOD业务| 时移业务 流媒体 | 非流媒体 5% 

28% 25% 47 % 10% 90% 

由于分发策略将会影响到边缘节点的存储容量需求和承载网的带宽

需求，各省可根据当地承载网络的情况，核算上述两项扩容费用，选择

分发策略. 以 VOD业务为例，可采用的分发策略包括以下三种 z

策略 1 : 

边缘节点存储 20%的 VOD业务内容 ，可满足 80 % 的 VOD 业务访

问流量 .

上级节点存储 100 % 的 VOD 业务内容，承担其余 20% 的 VOD 业

务访问流量以及边缘节点的 VOD业务内容分发。

分发策略 策略 2.

边缘节点存储 50%的 VOD业务内容 .可满足 90% 的 VOD 业务访

问流量 。

上次节点存储 100% 的 VOD 业务内容，承担其余 10% 的 VOD 业

务访问流量以及边缘节点的 VOD 业务内容分发。

策略 3 : 

边缘节点存储 100 % 的 VOD业务内容，可满足 100% 的 VOD 业务

访问流量.

上级节点仅作为冗余节点，正常情况下不负担 VOD业务访问流量

注 :1 时移业务的分发策略也可参照上述内容 。

2 直播业务采用流代理方式时，无须内容存储 g采用延时方式时，等同于时移

业务 .

3 上述所有取值均为经验值，建设时应按需测算，并按实际运营数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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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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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174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462 

(( IPTV 业务需求 ))YD/T 16 54 

((lPTV 对接入网络的技术要求(第一阶段) )) YD/ T 1695 

(( IPTV 业务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YD/T 1823 

(( IPTV 业务管理系统体系架构 ))YD/T 2015 

(( IPTV 系统的媒体交付系统一一一基于 CDN 结构 ))YD/T 2264 

(( IPTV 管理体系结构 ))YD/T 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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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网络电视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252 - 2017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网络电视工程技术规范 ))GB/T 5 1252-2017 ，经住房城乡建

设部 2017 年 7 月 31 日以第 1644 号公告批准发布 。

在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

结了我国网络电视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现行与

网络电视工程有关的技术标准 。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网络电视工程技术规范》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

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 但是，本条文

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

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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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2 网络电视业务正常运营，须涉及从内容制作、内容播控、内

容运营、内容承载和内容呈现的完整业务环节 。 其中内容制作、内

容播控主要涵盖影视制作、版权牌照等领域，与工程技术相关度较

小;内容呈现主要涵盖用户侧机顶盒和终端的功能要求，与工程技

术相关度较小 。 因此本规范暂不涉及网络电视内容制作、播控系

统、机顶盒及终端等建设内容，而主要对网络电视业务运营所涉及

的内容运营、内容承载等系统功能模块的建设进行规定。

1. O. 8 在建设网络电视系统时，应在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的

基础上，实现高可靠性、平滑的可扩展性、良好的安全性 。 系统应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系统设计应与业务和网络发展

规划相适应，可以近期业务需求为主，兼顾远期业务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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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技术要求

3.1 业务需求及实现方式

3. 1. 1 扩展业务可包括信息服务、消息服务、游戏娱乐、电子商

务、通信服务、应用商城等 。

3.2 体系架构

3.2.1 网络电视系统从功能划分，共涉及 8 个功能集，其中由内

容运营、运营支撑、门户导航、业务管理、媒体交付、安全管理和客

户端 7 个功能集组成网络电视端到端业务系统，运营支撑( H) 功

能集是与网络电视业务开展相关的通用外部系统(见图1) 。

内容运营功能集 (A) 为网络电视业务提供电视节目惊，包括

内容获取、内容安全、内容编码/转码、内容编辑、运营维护和内容

管理等功能 。

网络管理功能集 (B)负责对网络电视业务系统的各个组成部

分进行监测和管理，提供有效的业务质量监测手段和故障检测和

定位手段，保障网络电视业务的顺利运行;包括网络管理功能和系

统中设备的监控、管理和配置功能和终端的管理功能。

业务管理功能集 CC)负责网络电视业务系统中与业务密切相

关的管理工作，包括策略管理、用户管理、业务定制、内容服务引

擎、用户认证、SP 管理和计费等功能模块。

安全管理功能集 (D)负责整个业务系统的安全管理工作，包

括内容安全、设备认证和内容监控三个功能模块 。

门户导航功能集 CE) 为用户提供访问业务的界面，包括统一

界面、业务导航和节目导航CEPG)等功能模块 。

媒体交付功能集 C F) 负责内容从节目源到客户端的传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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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分发/传送、存储、调度控制和流服务等功能模块 。

客户端功能集 (G)完成用户侧的用户信息管理，包括终端管

理、业务管理、安全管理，编解码等功能模块 。

运营支撑功能集 (H)完成非网络电视业务特定的用户信息管

理、SP 管理、结算以及客户服务等功能。

各系统功能如下:

(1)内容运营 (A) 0 内容运营功能集 (A) 主要负责完成内容

的集成、内容运营管理、与内容相关的业务支撑和对内容的审核及

数字版权管理等工作。包括下列功能模块:

1) 内容获取(Al) : 原始内容的捕获和对原始内容进行数字化

处理 。

2) 内容安全(A2) :①对内容进行审核，确保内容中不包含非

法信息与其他禁止播出的信息;②对节目内容进行数字版权管理，

包含节目内容的加密、授权和密钥管理。

3)编码/转码(A3) : ①对数字化的内容信息进行编码，使之符

合系统的编码要求;②将内容信息从某种编码格式转变成另一种

编码格式 。

的内容编辑 (A4) :对内容进行编辑加工 。

5)运营维护 (A5) : 对内容运营平台进行维护，保证该平台能

正常运作 。

的内容管理(A6) :①对内容进行存储、分类、索寻 1 ; ②对内容

进行增加、删除、修改操作;③提供内容的查询接口。

(2) 网络管理(剧。网络管理功能集(B)负责对网络电视业务

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监测和管理，提供有效的业务质量监测

手段、故障检测和定位手段，保障网络电视业务的顺利运行。包括

下列功能模块 :

1)终端管理 (B1) : ①终端状态监控，包括实时和非实时两种

方式;②终端软件更新;③终端版本信息管理;④终端的生命周期

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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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设备管理 CB2) : ①业务系统的网络管理;②业务系统

的监控;③业务系统的故障定位。

(3)业务管理CC) 。业务管理功能集 CC)负责网络电视业务系

统中与业务密切相关的管理工作，实现对业务、用户、SP/CP 的有

效管理，提高业务开展的灵活性，增强业务的运营和管理能力 。 包

括下列功能模块:

1)业务定制 CCl) :①单个内容的管理(包括增加/删除/移动/

生命期控制等调度控制等)。单个内容是指一个点播片源或者一

个直播频道。②各类服务的信息维护。其中服务是指一个或多个

内容的组合。③各类产品或业务的信息维护。其中产品或业务是

指服务或服务的组合，产品包含面向用户的计费策略 。

2)SP 管理CC2) :①CP/SP 基本信息的管理;②CP/SP 生命周

期的管理。

3) 内容服务引擎 (C3) :①获取由内容运营商提供的内容源数

据;②获取由内容运营商提供的内容定价策略。

的用户管理(C4) :①用户基本信息的管理，包括业务系统为

用户分配的用户名、密码和其他状态信息;②用户订购关系管理，

包括订购的产品或业务，订购时间、订购状态等;③为用户提供统

一的接口，进行业务订购、数据查询等操作 。

5)用户认证CC5) :①用户开机登录时的认证鉴权，为用户配

置初始信息;②业务使用时的鉴权认证，用于判断用户是否能够使

用该项业务。

6)计费 CC6) :根据用户使用业务时产生的话单数据及业务订

购关系，生成计费话单，该计费话单将作为外部营帐系统与用户进

行结算的依据 。

(4)安全管理CD) 。

1)内容安全 CDl) :数字版权保护 :包括内容加密和密钥管理 。

2)设备认证(D2) :①网络对用户终端的认证;②系统设备的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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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容监控(D3) :内容监控:监控和防止非法内容的播出 。

(5) 门户导航(E) 。

1)统一界面(E1) :业务系统与用户之间的统一人机接口 。 多

个业务形式、多种呈现方式(图像、语音、文字等)协调一致的机制 。

包含用户请求的调度功能 。

2)业务导航 (E2) :为用户提供多个业务(网络电视和其他业

务)的入口界面。

3)EPG(E3) :①获取内容源数据和 EPG 源数据;②针对用户

请求下发 EPG 数据;③业务数据(收视率、点播次数等)的采集和

上报 。

的其他(E的:其他增值业务的导航系统 。

(6)媒体交付(F) 。媒体内容通过媒体交付系统传送过程，不

应改变媒体内容的编解码格式，保证内容的透明传送 。

1)分发/传送 (Fl) :按照一定的策略(如:按地点区域分发、按

节目的等级、按业务统计信息的自动分发、指定分布比例的分发

等)将媒体内容分发到流服务节点上。分发的信息来源和目的由

调度/控制模块指定，包括基于文件的和基于流的两种分发方式。

2)调度/控制 (F2) :①服务均衡调度，负载均衡;②内容分发

策略管理，如按地理分布、按时间分布;③负责业务的统计信息收

集上报;④提供分发带宽的管理能力;⑤向上层汇报节目内容数据

在各流服务节点的分布状况;⑥根据内容 ID 定位到内容的存储位

置;⑦流服务节点的切换(指直播、点播) ;⑧实时节目的录制控制。

3)流服务(F3) :①向业务终端传送内容数据;②响应终端发

出的播放控制命令;③流封装格式的转换(若需要，如单播转组播

等) ;④采集计费信息(如业务起止时间等)并向运营支撑系统传

递;⑤流(包括速率等)的自适应控制 。

的存储(F4) :①内容存储和删除，包括基于文件的存储和基

于流化处理以后文件的存储两种;②冗余备份和恢复;③存储资源

优化、配置和管理;④内容定位;⑤内容的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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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客户端(G) 。 客户端是业务系统在用户侧执行业务能力

的功能集合，包括接收用户操作命令并向系统传递、接收媒体内

容、内容的解密和解码及播放等功能。客户端包括业务终端

(Gl) ，也可能包括其他(G2) (电话、计算机等用户借以向系统传递

操作命令)功能实体 。

(8) 网络管理(H) 。网络管理系统是独立于网络电视业务系

统的外部系统。主要完成用户的开户、用户业务资源分配、客户服

务和账务结算等功能 。

1)客户服务(H l) :①为客户提供多种沟通渠道 (WEBj电话/

其他) ;②为客户提供各种业务及资费介绍;③接受客户的各类问

题，对问题进行归类，及时解决问题，将结果及时回馈给客户(自动

或人工完成) 。

2)账务 (H2) :为用户提供支付途径(预付款/后付款) 。

3)用户管理(H3) :①为用户提供多种沟通途径(在线/离线) , 

能及时、准确地收集用户提交的各种信息，并且及时、准确地向用

户回馈信息;②用户个人资料(身份资料、联系方式、兴趣爱好等)

的管理;③用户活动的日志管理;④为用户提供业务数据(各类业

务的定价、规则等) ，供用户浏览查询;⑤存储用户订购的各种业务

及其详细信息;⑥提供一系列供其他功能模块调用的接口，以获取

用户资料信息、日志信息、用户订购的业务信息 。

3.2.2 网络电视系统物理体系结构包含内容提供者、业务提供

者、网络提供者和终端用户四个基本参考域 。 内容提供者是指拥

有或被许可销售内容或相关的内容资产的实体;业务提供者泛指

基于价格表或合同提供电信服务给客户的运营商，一个业务提供

者也有可能是另一个业务提供者的客户;网络提供者是指维护和

运营网络电视所需的网络的组织;终端用户是通过网络电视网络

使用网络电视业务的消费者。

3.2. 3 媒体交付系统在网络电视系统中主要负责内容从媒体源

到客户端的传送，包括分发/传送、存储、调度控制和流服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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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 媒体交付系统应具备媒体管理功能、节点管理功能、服务路

由功能、媒体存储功能、媒体控制功能、媒体处理功能和媒体服务

功能 。 图 3 . 2. 3 中所描述的功能模块不是具体的物理实体，在具

体实施时，一个或多个功能模块的功能可以在一个物理实体中实

现，也可以在不同的物理实体中实现 。

3.2.4 业务管理系统在网络电视系统中应主要负责与业务密切

相关的管理工作 。 业务管理系统应具备业务定制功能、SP 管理功

能、内容服务引擎功能 、用户管理功能、用户认证功能和计费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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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设计

4. 1 网络架构和节点功能设置

4. 1. 5 先期建设的省级网络电视系统，当用户规模较小时，建议

采用省内两级架构，网络电视媒体交付系统及门户导航系统的省

中心与地市中心合设，各地市仅设置边缘节点;当用户规模较大

时，省内网络电视网络建议采用三级架构 。

4. 3 业务参数

4. 3.1 在建网初期，如缺乏相关的基础资料，难以确定业务模型的，

可按照附录 A提供的业务模型进行建设。 用户峰值并发率指使用网

络电视业务的在线峰值用户数占总网络电视注册用户数的比例，业务

功能使用率指各类网络电视业务和功能被峰值并发用户使用的比例，

服务响应率指本级节点实现所覆盖用户业务请求的比例。

4.3.3 内容分发策略和业务交付策略可利用"二八定律"，并综合

考虑建设规模、组网结构、传送网络和工程投资实现设备配置和服

务能力的优化组合。所谓"二八定律"又名帕累托定律，基本含义

是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 20% ，其余

80 %的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因此又称二八法则 。

4.4 媒体交付系统设计

4.4.1 媒体交付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边缘节点通常设置在离用户接入点业务跳数最少的网络

层次，故通过内容分发策略将高请求率的内容发送至边缘节点处

可将被用户选择概率最高的热片存储在边缘节点，可提高用户访

问内容的质量，降低骨干网络的带宽消耗 。 负载均衡算法是指通



过获得最佳路由和媒体服务节点的位置信息，对客户端接入的媒

体服务进行分配管理 。

4.4.2 媒体交付系统流服务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媒体业务码流可按表 1 选择 。

表 1 网络电视系统视频清晰度对应码率表

类 别

标准清晰度

高清晰度

视额分辨率

720 X 576 

1920 X 10801 

音视频编码总码率

3Mbit/ s 

12Mbit/ s 

3 组播方式流服务能力只与通过组播方式提供的业务数及

相应需占用的带宽资源有关，而与使用该业务的用户数无关。

4.4.3 建议采用 RAID5 方式，冗余系数参考值为 1. 2 ~ 1. 4 。

4.5 门户导航系统设计

4.5.2 门户服务能力 以用户数为计量单位便于在不同复杂度的

要求下统一适用 。

4.6 业务管理系统设计

4.6.2 业务管理服务能力以用户数为计量单位便于在不同复杂

度的要求下统一适用 。

4.6.3 建议采用 RAIDl 方式，冗余系数参考值为 2 。

4.7 网络管理功能需求

4.7.2 网络电视系统中所有功能子系统通过系统设备管理子系

统进行管理，网络电视终端通过终端管理子系统进行管理 。

4.8 流 量 计算

4.8.1 入流量总量较小 ，与出流量相比可忽略 。

4.9 系统安全要求

4.9.2 防范单点自发故障应针对中心和节点采用不同的冗余方



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某中心节点单点失效时，由同级节点或上级节点暂时承

担该节点的系统功能，待该节点故障排除后 ，再倒换至正常系统状

态，实现系统冗余功能 。

2 当某边缘节点单点失效时，由同级节点或上级节点暂时承

担该节点的系统功能，待该节点上线后，再倒换至正常系统状态，

实现系统冗余功能。

4. 11 编解码方式设计要求

4.11.2 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网络电视视频编码建议采用 H. 264

编码标准 。

4.1 1. 3 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网络电视音频编码建议采用岛1PEGl

Layer 2 或 MPEG2 Low Complexity 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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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要求

5.2 安装要求

5.2.10 对于需使用下送风的机房，可设置地板，但地板下原则上

不布放电缆，仍使用上走线方式 。

5.2.17 安装在机架内的独立设备，应首先分别用接地导线连接

到机架汇流排上，导线的截面积要符合设备说明书要求，或不小于

该设备电源线的截面积;机架汇流排用 16mm2 的多股铜线与机房

汇流排连接 。 光缆金属护层及加强芯在专用连接端子固定(与机

架绝缘 ) ，并单独用 16mm2 的多股铜线与机房汇流排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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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验收

6.2 工程初验要求

6.2.5 设备硬件检测应包含下列项目:

1 网络设备的检测 。 网络设备主要指路由器、交换机、防火

墙等设备 。 应检测以下内容:

(1)检测网络设备的系统配置;

(2)检测网络设备的端口配置，包括端口类型、数量以及端口

状态;

(3) 当网络设备内的模块具有冗余配置时，测试其冗余功能 。

2 服务器设备的检测 。 服务器设备主要指刀片服务器、机架

式服务器、集装式服务器等 。 应检测以下内容:

(1)检测服务器设备的主机配置，包括 CPU 类型及数量、内

存、内置存储设备等;

(2)如服务器设备有外设配置，如显示器、键盘等，检测其

功能 。

3 存储设备的检测。存储设备主要指磁盘阵列和磁带机等

提供存储能力的设备。应检测以下内容:

(1)检测存储设备的系统配置;

(2)检测存储设备的端口 ， 包括磁盘规格、磁盘数量、磁带容

量、端口类型、端口数量、端口状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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