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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的发展

田Ǔ谷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Ǔ重庆Ǔ401147

摘Ȟ要：本文阐述了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的发展，包括传统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的构成、局限，新媒体环境下技术的

变化。重点介绍了发展历程中的早期特点、关键节点，如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和IP化、高清超高清技术、云计算和大
数据的应用。还详细说明了当前技术特点，包括中心系统IP化在信号传输、系统可靠性稳定性、成本降低、多平台终
端支持的优势，大数据和云计算在数据处理、资源配置、用户行为分析、实时传输处理的作用，以及人工智能在节目

编排、审核、推送和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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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电视播控中心技术对于电视行业的发展至关

重要。随着时代变迁，从传统到现代，其技术经历了深

刻变革。从最初满足基本播出需求，到如今适应新媒体

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技术不断涌现和改进，旨在

提高播出质量、效率和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本文将详

细探讨其发展历程与现状。

1��电视播控中心的基本构成

传统的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结构较为繁琐，运行时需

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且存在技术过时、机器规格不符

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电视播控的需求。传统的电视播

控中心通常采用一个总的控制交换系统，通过两条主线

接受信号源。第一条线通过共享矩阵连接主切换台，再

通过2乘1的主备倒换和视分到达总的控制交换系统；第
二条线通过共享矩阵、视频服务器、CYCTEXT等设备提
供部分信号源，连接备16乘4，再通过下游键和2乘1的主
备倒换将信号源传送到总的控制系统交换上。这种工作

模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采用硬盘处理信号源，通过2乘
1主备倒换处理后到达总的控制和交换中心。
传统电视播控中心的技术架构虽然在当时能够满足

基本的播出需求，但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首先，设备

的维护和更新成本较高，且操作复杂，需要大量的技

术人员进行日常维护。其次，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较差，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影响节目的播出质量。最

后，传统技术架构的扩展性较差，难以适应新媒体环境

下的多样化需求。

2��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播控中心技术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电视播控中心技术也发生了显

著变化。新媒体技术的引入使得电视播控中心能够处理

更多样化的媒体样式和多频道的播放。传统的技术与

新媒体技术结合后，形成了“全面的电视播控中心”。

融媒体环境下的电视播控中心不仅需要处理广播电视业

务，还需处理新媒体产业下的管控、高清播出等多种业

务。这种双管齐下的模式将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在更多媒

体样式的播控内容上。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播控中心技

术具有以下特点：（1）灵活性和扩展性：通过IP化技
术，电视播控中心可以实现信号的灵活传输和多点协同工

作，大大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和扩展性。（2）高效性和
稳定性：IP化技术的应用使得信号传输更加高效和稳定，
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3）多平台和多终端支
持：融媒体技术使得电视播控中心能够支持多种平台和终

端，实现内容的无缝对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1]。

3��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的发展历程

3.1  早期电视播控中心的技术特点
早期的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相对简单，主要依赖于模

拟信号和机械操作。当时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有限，信号

传输和处理效率较低，且容易受到外界干扰。随着数

字技术的出现，电视播控中心开始逐步向数字化转型，

信号处理和传输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提升。早期电视播

控中心的技术特点主要包括：（1）信号层面以模拟为
主：那时电视播控中心对模拟信号高度依赖。模拟信号

就像一个不太稳定的“信息传递者”，其传输过程中容

易受到各种因素干扰。比如周围环境中的电磁信号、线

路的老化或轻微损坏等，都可能让信号发生畸变，导致

电视画面出现雪花、条纹，声音也会伴有杂音，严重影

响观众的观看体验。而且模拟信号在传输效率上也不尽

人意，无法满足人们对高清、流畅画面的追求，极大地

限制了电视节目的质量。（2）操作方式机械主导：早
期设备大多依靠机械操作，仿佛是一个个古老的“机械

装置集合体”。操作人员必须通过手动转动旋钮、拉动

杠杆、按下按钮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才能完成频道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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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画面调整等任务。这种操作方式不仅对操作人员的

技术熟练度要求极高，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机械部件的频繁使用容易出现磨损和故障，进一步

增加了操作的难度和风险。（3）维护方面成本高昂：由
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设备的制造工艺和材料都相对

落后。这些设备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故障发生率较高，

经常需要进行维修和更换部件。而且故障的排查和修复

也非常困难，需要专业技术人员花费大量时间去检测和

诊断。这就导致了设备的维护和更新成本居高不下，给

电视播控中心的运营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3.2  近年来技术发展的关键节点
（1）数字化转型：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标志着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数字信号的引入

不仅提高了信号传输的质量和稳定性，还大大简化了设

备的操作流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电视播控中心

能够处理更多的信号源，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节目质量。

（2）网络化和IP化：进入21世纪，网络技术和IP技术
的发展使得电视播控中心实现了远程控制和多点协同工

作。IP化技术的应用使得信号传输更加灵活高效，降低了
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通过IP网络，电视播控中心可以
实现远程控制和多点协同工作，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3）高清和超高清技术：近年来，高清和超高
清技术的普及推动了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的进一步升级。

4K、8K等超高清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观众的视觉体
验，还为内容制作和传输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高清

和超高清技术的应用使得电视播控中心能够提供更高清

晰度的节目内容，满足观众对高质量内容的需求。（4）
云计算和大数据：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引入为电视播

控中心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通过云平台，

电视播控中心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管理，提升

整体运营效率。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电视播控中心更好地

分析用户行为和内容需求，实现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

云计算技术还可以提供弹性的计算资源，支持大规模的

数据处理和实时传输，确保节目的稳定播出[2]。

4��当前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的主要特点

4.1  中心系统IP化的优势
当前，电视播控中心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心系

统的IP化。IP化技术的应用使得信号传输更加灵活高效，
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通过IP网络，电视播控中心
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和多点协同工作，提高了系统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此外，IP化技术还为多平台、多终端的无缝
对接提供了技术支持，满足了融媒体环境下的多样化需

求。IP化技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  信号传输的灵活性方面
（1）远程控制便捷：IP化技术打破了物理距离的限

制，无论信号源与接收端相隔多远，都能实现高效传

输。比如在大型跨国电视直播活动中，位于不同国家的

转播中心可以通过IP网络实时接收和传输信号，方便工作
人员远程操控和调度。（2）多点协同高效：允许多个地
点的设备同时接入和交互，不同地区的工作人员可以针

对同一信号源进行协同操作，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协作能力。例如在大型体育赛事的转播中，多个赛场的

信号可以同时传输到总控中心进行统一处理和分发。

4.1.2  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方面
（1）抗干扰能力强：IP网络具有较强的纠错和冗余机

制，能够有效抵抗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各种干扰。与传统

的模拟信号传输相比，IP化技术可以减少因外界环境因素
如电磁干扰、线路老化等导致的信号失真和丢失问题，

保障信号的稳定传输。（2）故障恢复快速：当系统中的
某个节点或链路出现故障时，IP化系统可以快速地切换到
备用链路或节点，确保信号传输不中断。例如在电视台

的播控中心，一旦主信号传输链路出现问题，备用的路

可以立即启动，保证节目播出的连续性。

4.1.3  成本降低方面
（1）设备采购成本减少：传统的电视播控系统需要

大量的专业设备，如矩阵切换器、视频服务器等，这些

设备价格昂贵且功能单一。而IP化技术可以利用通用的网
络设备和服务器，大大降低了设备的采购成本。（2）维
护成本降低：IP化系统的维护相对简单，不需要专业的
技术人员进行复杂的设备调试和维护。通过网络管理软

件可以对系统进行集中监控和管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降低了维护成本和人力投入。

4.1.4  多平台和多终端支持方面
（1）平台兼容性高：IP化技术可以与各种不同的平

台进行无缝对接，无论是广播电视平台、互联网平台还

是移动终端平台，都能轻松实现信号的传输和共享。例

如，电视台的节目可以通过IP网络同时在电视、网站、手
机APP等多个平台上播出。（2）终端适配性强：能够支
持多种不同类型的终端设备，如电视机、电脑、手机、

平板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终端设备

接收和观看节目，满足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4.2  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
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为电视播控中心提供了

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通过云平台，电视播控中

心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管理，提升整体运营

效率。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电视播控中心更好地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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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行为和内容需求，实现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大数

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以往，电视播控中心处理和存储

大量数据面临很多挑战，而现在借助云平台，无论是高

清视频素材、播出日志等海量信息，都能轻松应对。比

如，在大型赛事直播期间，云平台可以快速接收、处理

来自多个场地的视频信号，并将这些数据安全地存储起

来，方便后续的编辑和回顾。这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的

效率，还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为高质量的节目制作和

播出提供了坚实基础。（2）资源优化配置：电视播控
中心的业务具有明显的峰谷特性，通过云计算可以根据

实时的业务需求动态分配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资

源。在黄金时段的热门节目播出时，云计算系统自动调

配更多资源以保障播出流畅；而在非高峰时段，则可以

将资源释放，降低能耗和运营成本。这样的动态调整使

得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避免了资源的闲置和浪

费。（3）用户行为分析：通过收集用户的观看历史、
互动行为等数据，电视播控中心能够深入了解用户的喜

好和需求。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为用户提供精准的

内容推送，比如为喜欢纪录片的用户推送相关的专题节

目，实现个性化服务，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和忠

诚度。（4）实时传输和处理：云计算技术可以提供弹性
的计算资源，当遇到突发的高流量访问，如热门节目的

直播互动环节，云计算能够迅速调配资源来支持大规模

的数据处理和实时传输。

4.3  人工智能在电视播控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电视播控中心带来了新的变

革[3]。通过引入先进的算法和技术，电视播控中心可以实

现节目内容的自动编排、智能审核和精准推送，提高工

作效率和节目质量。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电视播控中心

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确保节目的稳定播出。人工智能

在电视播控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节
目内容的自动编排方面，人工智能算法依据大量数据，

如过往节目收视率、观众反馈、当下热点话题等，能精

准且高效地完成节目编排。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编排效

率，还能更契合观众的喜好，例如在周末时段，系统根

据以往数据显示观众更倾向于轻松娱乐的节目，便会自

动增加此类节目的排播量。而且，它可以实时根据各种

动态数据进行调整，让节目编排更具灵活性。（2）智能
审核领域，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技术可自动检测节目中

的画面是否合规，如快速识别暴力、色情等不适宜播出

的内容；语音识别技术能筛查音频中的不良信息；文字

识别技术则可对字幕等文本进行审核。这大大减少了人

工审核的工作量，提高了审核的速度和准确性，确保节

目内容的质量。（3）精准推送环节，借助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电视播控中心能够根据用户的观看历史、兴

趣偏好等信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节目推荐。这使得

观众更容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节目，增强了用户与电视

媒体的互动，从而提高用户满意度。（4）应对突发事
件时，人工智能更是大显身手。它可以实时监测播控系

统的运行状态，一旦出现异常，如信号中断、设备故障

等，能迅速发出警报，并协助工作人员快速制定应急方

案，确保节目的稳定播出，提高了电视播控中心的应急

响应能力。

结束语：电视播控中心技术在不断发展和革新中取

得了显著成果。从早期的模拟和机械操作到如今的数字

化、IP化、智能化，克服了诸多局限。中心系统IP化、大
数据与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播控中心

的性能。这些技术使电视播控中心能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媒

体环境，为观众带来高质量节目，未来还将朝着更智能、

高效的方向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电视行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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