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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基于网络化的多媒体信息处理的现状和复杂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指出了通过

开发通用多媒体终端的策略来解决目前网络化处理多媒体信息中的服务质量的诸多问题 :带宽、延迟、抖动

和业务损耗等 ,可促使多媒体实时处理信息的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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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媒体技术应用的发展 ,多媒体高速网络的研究开发近年来发展得非常迅速 ,流媒体 (media

Stream ing)服务正是此类应用的成功典范 ,各种基于流媒体传输的多媒体应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流媒体技术是指支持多媒体数据流通过网络从服务器向客户机传送 ,接收方边接收边播放的技术。与

传统的先下载后播放的做法相比 ,流媒体技术有很大的优势 ,实时性更强。专家普遍预测能够承载流媒体

业务的下一代互联网 ( Internet2)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融合了现有的计算机网络、电信网络和广播电视这 3网

的全分组交换的 IP网络。但是 IP网络缺乏服务质量 (Quality of Server, QOS)的保障 ,而流媒体在 IP网络上

传输对带宽、延时、抖动以及丢包等网络性能都有较高的要求。但是现有的网络并不能很好的适应这种对

网络业务的需求 ,而对于视频组播业务而言 ,很难兼顾到传输的效率与质量。因此 ,如何保障流媒体在 IP网

络上传输的效率与质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微软董事长比尔 ·盖茨在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市举行的西方流媒体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中宣称 ,微软在

成功地通过视窗操作系统使个人电脑走进千家万户之后 ,正致力于开发一种重要软件使互联网上的多媒体

内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流媒体技术是微软真正看好的发展方向。App le, Cisco, Kasen2

na, Philip s和 Sun 5家公司在 2000年 12月 14日宣布成立 Internet流媒体联盟 ( ISMA) ,他们将联合起来为开

发 IP端到端的流媒体解决方案制定开放标准。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视频点播 ,互动游戏 ,远程教育等诸多领

域。流媒体技术涉及的领域较广 ,如视频压缩、网络传输集群技术、存储设计等 ,用架设流媒体服务集群对

系统进行升级也是种很好的方案。

下一代网络 NGN (Next Generation Network)将电信网 ( PSTN )、计算机网 ( IP网 )和有线电视网 (CATV )

融合在一起 ,是基于统一协议的分组交换网络。目前分组网络最广泛的网络协议是 IPV4,但是 IPV4是一种

尽力而为传输模式 ,根本没有考虑实时数据传送机制 ,导致传送多媒体 ,特别是实时媒体上存在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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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化多媒体应用中保证 QOS的问题

多媒体通信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信息的传输量很大 ;是有各种不同的传输要求。网络环境下的多

媒体应用一直以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涉及多媒体 I/O设备存储管理、多媒体信息的处理、网络异构平台

的连接和 QOS控制等很多因素。

1. 1　多媒体软件开发的复杂性

尽管在多媒体软件开发和产品设计上有了许多成果 ,但也存在很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 (1) 多

媒体信息设计和设计后的表达研究虽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得比较深入 ,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应用研究还不够

系统 ,甚至还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 ; (2) 对多媒体自身的信息的转化和重构没有深入和准确的分析。多媒体

元素的信息传播和表达、多媒体信息的交互、多媒体视听流程和多媒体软件的信息转化与重构等 ,还缺少系

统的分析研究 ; (3) 对多媒体信息所表达的环境以及设计表达的使用群体 ,没有系统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虽然现有的计算机多媒体系统已配备了各种各样的连续的媒体设备 ,但这些多媒体系统中的操作系统

在对连续媒体进行操作时 ,却不得不面临许多问题 ,而这些问题在原有的计算机系统中是不存在的。例如 ,

当用户正在听一段音乐时 ,由于另一个程序结束 ,从而导致音乐突然加速等 ,在系统打开过多的应用后 ,可

能会把系统置于一种过载的环境下 ,由于现有的操作系统并不提供对过载的控制和管理 ,用户将无法保证

重要的会话不被打断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 :

①缺乏操作系统的实时支持。这种实时支持应能够提供较好的时间驱动计算 ,最佳的时间调度策略 ,

而不仅仅只是具有时间片分配的能力。

②缺乏基于 QOS的资源管理。仅仅在会话开始时指定一个服务质量 ,并在整个会话生命周期中都维

持这个服务质量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一种能够适应不同环境和应用的动态 QOS控制模式。例如 ,对 QOS的

级可以采用两种方法描述 ,即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的描述使用每秒的帧数或采样速率 ;

空间分辨率则用数据量的大小 ,包括每个像素的量化位数 ,压缩模式 ,压缩比等。这样 ,在开始一个多媒体

会话时 ,使用这些时空分辨率参数就可以给系统一个动态的调整范围。

③对系统的输入输出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计算机的设计强调处理器的性能而不看重 I/O系统。然

而 ,多媒体系统的 I/O系统不得不支持诸如视频音频这一类的连续媒体 ,这些媒体对系统的要求不同于文本

之类的数据媒体 ,要求能够实时地处理 I/O信息。

④缺乏适合连续媒体的文件系统 ,这种文件系统由于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 ,对连续媒体布局、缓冲器的

分配 ,许可控制及客户调度等具有很高的要求。

1. 2　网上传播多媒体信息的技术难度

多媒体网络在应用推广中要面临很多方面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是有限的系统处理能力和不断增长的

用户需求之间的矛盾 ,其次就是有限的物理带宽与海量音、视频数据传输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流媒体在 IP

网络上的传输也面临很多问题 : (1) 服务质量问题 ,包括网络的带宽、时延 (Delay)、丢包、延迟抖动 (J itter)

等等。 (2) 异构性问题 ,为了解决流媒体数据量大与 Internet网络带宽资源稀缺的矛盾 ,组播 (Multicast)技

术应运而生。对于实时流媒体传输而言 ,利用组播技术可以有效地利用网络的带宽 ,节省网络资源 ,但这是

以牺牲用户端的灵活性为代价的。 (3) 可扩展性问题 ; (4) 传输安全性问题。

虽然流媒体技术有很多优势并具有广阔的前景 ,但是流媒体技术与传统的先下载后播放的多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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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即服务质量问题。流媒体的视频和音频播放质量通常较差 ,常常出现画面模糊、马

赛克、播放断续停顿等现象 ,极大地影响了客户的观看效果 ,也妨碍了流媒体技术的推广。

多媒体应用通常要求视频和音频连续、清晰和实时地播放。为了达到多媒体应用的这个要求 ,媒体数

据必须能实时地 ,并能与播放码率相匹配的速率传送到解码器。为了保证流媒体客户享受到实时和满意的

多媒体服务 ,通常要对传输网络提出相应的服务质量 (QOS)要求 ,如明确提出带宽、丢包率、数据包时延应

达到的指标等。一般把多媒体应用分为 3类 :

①双向预留应用 ,包括电话和可视电话 ,它对端到端延迟要求严格 ;

②广播服务 ,它是单向交互 ,对延迟的要求远没有前一种预留应用严格 ;

③修补和需求服务 ,它最典型的应用例子是视频点播 ,与前两类相比 ,该应用中多媒体数据已经存储好

了 ,其特征也已预知 ,可以允许较长的延迟。

只有充分综合考虑了上述 3种应用中各自的特点 ,才可能更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提供不同应用各自所

需的 QOS。

然而 , Internet设计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学术上的单媒体信息的传输 ,所采用的是 IP数据报尽力而为的

方式 ,并不提供对 QOS的保证。网络拥塞常常发生 ,在一定情况下引起大量的丢包和很大的包时延。网络

的状况常常变化 ,带宽不断波动 ,这些使得视频客户很难享受到实时的稳定的视频服务。 Internet所提供的

服务质量与流媒体应用对网络的要求就构成了流媒体系统的核心矛盾 :服务质量 (QOS)矛盾 ,并极大地障

碍了流媒体技术的推广。为了缓解这些矛盾 ,试图分别从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终端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2　多媒体终端技术的研究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很复杂的大系统 ,各个网络域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 ,因此通过网络中心的路由器来

控制多媒体信息的服务质量很难在整个传输过程中产生效果。比较而言 ,从网络终端入手 ,可以通过很多

手段来有效地保证多媒体信息的服务质量 ,而且采取的策略相对简单 ,更具有可实施性。所以讨论多媒体

网络终端系统的服务质量控制机制。

多媒体终端是一种全面提供多媒体应用功能的平台。多媒体应用的概念集中在通用应用范畴上。通

用应用程序能支持各种多媒体数据在上面运行 ,即应用程序可以操作组合于文档之中的各种媒体数据 ,可

以在屏幕上显示或打印各种各样的媒体数据 ,而用户并不需要进行特殊的操作。

这里的文档可以是电话号码本 ,带照片图画的像册 ,视频电话消息或远程电话会议。从本质上讲 ,应用

是分布式的 ,因为文档的组成部分可以来自分布在公共网络各类节点上的信息源。对于这种通用应用 ,一

个重要关注点是网络传输信息的方法 ,存储机制和多媒体数据的传输方法等。

一般来说 ,多媒体终端系统应满足要求 : (1) 多媒体终端必须能在一个用户界面内完成多种视频音频应

用 ; (2) 多媒体终端必须能适应各种不同的通信信道 ,能适应各种不同的信道速率而不必重新设计和修改 ;

(3) 多媒体终端必须兼容不同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服务器端的设备 ; (4) 多媒体终端必须具有操作简便的

用户界面 ,具有从一种应用到另外一种应用的快速转换能力。

要达到通用性要求比较难 ,传统多媒体终端存在很多缺陷 :它们是专用终端、专用多媒体应用程序 ,不

能适应异种结构的计算机 ,对通讯线路变化和速度变化的适应性很弱。

从网络终端入手提升多媒体系统服务质量的主要思路为 :服务器可以通过充分利用缓冲区、主动丢

包等手段来控制发送速率和视频质量 ,尽量减少对网络的压力和提高用户获得的服务质量 ;同时 ,通过对

285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第 26卷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传送内容的分析和对网络状态的检测来有效地决定传输策略。基于这些思想 ,目前视频质量自适应 ,视

频发送速率控制以及选定合适的网络服务类型等网络终端系统的多媒体服务质量控制技术日益得到人

们的重视。

认为 Internet可提供的网络带宽和流媒体要求的码率之间的不匹配是 QOS矛盾的中心。主要利用视频

服务器的视频服务质量控制和发送速率控制来解决带宽与视频流码率的不匹配问题。虽然国际上已经提

出了一些自适应传输和速率平滑的思路 ,但目前国际上尚无一个实用的流媒体产品能有效地实施这些服务

质量控制功能。

图 1　视频质量和发送速率控制

图 1为视频质量和发送速率控制的简单示意图 ,通过在服务器端进行视频质量和发送速率控制以适应

各种不同的网络环境的变化的需要。

对于不可知带宽的网络环境中的多媒体自适应传输问题 ,主要通过视频质量控制来达到播放码率与当

时的网络情况匹配 ,从而实现多媒体的自适应传输。对可知带宽的网络环境中的可变化的码率、视频流的

速率平滑问题 ,主要通过发送速率控制的策略来解决问题。在保证视频数据无损传输的同时 ,尽量达到平

滑发送速率 ,减少网络的负担 ,并且尽可能充分利用网络带宽。受客户缓冲区条件等的限制 ,发送速率控制

实际上是对视频原始码流的受限滤波问题。

在视频服务器里 ,发送速率与视频质量控制都是非常必要的 ,且常常需要协同工作 ,比如当广域网状况

不好 ,发生拥塞时 ,就应该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和拥塞控制 ;当广域网状况相对较好时 ,接入网带宽可能成

为瓶颈 ,由于接入网的带宽比较固定 (如 512 K的 ISDN) ,这时实施有效的速率控制能在同样的接入网带宽

条件下大幅度提高客户所享受到的视频质量。

3　结束语

从网络诞生至今的 30多年间 ,网络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技术不断出现 ,极大地改进了

网络环境 ,网络传输速率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从原来的几 K到现在的百兆甚至千兆。网络服务的内容也随

着网络条件的改善而不断丰富 ,多媒体也成为了 Internet上不可缺少的内容。

对多媒体信息的服务质量 (QOS)的研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和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通过对网络化的多媒

体应用技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难度分析 ,提出了以设计实用的多媒体终端为突破口的解决方案 ,通过实

践基本上缓解了在当前的网络环境情况下的多媒体信息传输中的问题 ,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虽然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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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应该看到 ,基于多媒体终端系统的研究对提高多媒体信息的服务质量

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 ,必然是今后在多媒体信息处理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如何让这个方法逐渐成熟 ,使

之更为实用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各种用户需求 ,还要继续做进一步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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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 lores and analyzes the actuality and comp lexity of network Multimedia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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