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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局（BR） 
 
 
行政通函 
CACE/1062 

2023年6月5日 

 
 
致国际电联各成员国主管部门、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参加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工作的
ITU-R部门准成员以及国际电联学术成员 
 
 
 
事由： 无线电通信第6研究组（广播业务） 

– 批准2项经修订的ITU-R课题  
 
 
 

根据2023年3月29日第CACE/1057号行政通函，2项经修订的ITU-R课题草案已按照ITU-R 
第1-8号决议（A2.5.2.3段）提交信函批准。 

有关此程序的条件已于2023年5月29日得到满足。 

已经批准的课题案文列在附件1至2中供参考，并将由国际电联予以公布。 

主任 
马里奥·马尼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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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ITU-R第109-1/6号课题* 

对广播和分配网络感知音频视频质量的在线监测 

（2003-2023）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由于数字信号压缩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数字音视频业务持续迅速发展； 

b) 数字业务的特点在于信号的多样性，包括视频信号、音频信号和与节目相关的数据
及元数据流； 

c) 音视频节目所有分量的同步是一个重要问题； 

d) 广播分配和数字系统网络由多种叠连链路构成，如卫星、地面无线电链路、计算机
网络和无线广播或面向最终用户的有线电视分配网络； 

e) 端到端广播供应链由多个使用硬件、软件和虚拟云端处理相混合的、叠连的处理系
统构成，如转换器、编码器、交换机、复用器、调制器和接收机等； 

f) 音视频节目的不同部分可通过不同路径传输； 

g) 传送链上模拟和数字中断或误码引发不同类型的损坏； 

h) 由于网络中内置的误码掩盖战略，一些中断不得察觉，但不影响感知音视频质量； 

i) ITU-R BT.1790建议书描述了广播公司对数字广播链中运行监测的要求； 

j) ITU-R BS.1387建议书提出了配有全带宽无损坏基准信号时评估单体和立体信号感知
音频质量的方法； 

k) 复杂的数字广播供应链包括由多个组织进行的处理，这些组织可能使用不同的专有
质量监测解决方案，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报告问题； 

l) ITU-R和ITU-T均认识到总体质量评估的问题，他们均就此议题建立了研究课题； 

m) 但上述课题中没有一个涉及对感知质量的在线监测，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电信标准化第9研究组注意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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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广播和分配网络适合采用哪些方法和技术用于对感知音视频质量进行在线监测？ 

2 哪些通用描述符、与节目相关的数据和元数据格式以及信息交换机制适合于交换感
知质量数据？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需要与ITU-T和其它相关机构合作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技术； 

2 上述研究结果应形成ITU-R建议书； 

3 上述研究应在2027年前完成。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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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ITU-R第102-5/6号课题 

声音和视频质量的主观评定方法1 
（1999-2011-2014-2015-2019-2023）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非常需要确定主观衡量广播图像和声音质量的标准方法，由此可以对不同地方获取
的结果进行适当比较； 

b) 尽管主观评定图像和声音质量的方法已规定在多份ITU-R建议书中，但新的图像和音
响系统和技术的出现可能需要对上述方法予以扩展； 

c) 音频和视频模式之间的认知互动可对其相互间的质量及总体感知质量造成影响； 

d) 很多广播系统和不同观看和收听环境中的音视频再现均需要音频和视频质量主观评
定方法予以支持； 

e) 先进的声音系统可以在节目制作人确立的范围内，允许最终用户调整一些音频参数
以适应听众的喜好，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音频和/或视频接收（包括小幅、中等和大幅受损的接收）有哪些质量特点？ 

2 不同应用和以下各项演示的不同质量水平需要什么主观测试方法2？ 
– 不包含相关音频再现的视频再现？ 
– 配有相关音频再现的视频再现？ 
– 不包含相关视频再现的音频再现？ 
– 配有相关视频再现的音频再现？ 
– 使用与用户互动的音频再现？ 
– 使用不与用户互动的音频再现？ 

3 如何使用这些方法作为确定对不同领域音频和/或视频显示而言非常重要的质量属性
的标准？ 

4 如何使用这些方法表述不同应用领域内音频和/或视频模式的质量要求并对其优化状
况进行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课题应提请ITU-T第12研究组注意并抄送IRG AVQA。 
2 举例而言，应包括目前音视频测试中使用的等级尺度（指目前的ITU-R BS和BT及ITU-T建

议书）、测试环境、观赏和聆听距离和培训程序等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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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了评估观看高级沉浸式视听内容的目标观众是否实现了预期的“体验质量”，需
要采用哪些方法和标准？ 

6 应如何考虑有赖于场景的音视频显示的质量平衡？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纳入一份或多份建议书和/或报告中； 

2 上述研究应在2027年前完成。 

类别：S2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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