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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主要参照GY/T 117-1995《12.65毫米（1/2英寸）模拟分量电视节目磁带的录制和交换规范》

和其他相关标准，并结合我国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节目录像磁带录制的实际情况而制定。 

 

本标准由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央电视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勇、杜卫中、沈志宏、闫殿来、王晓萌、刘中胜、卞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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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节目录像磁带录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节目录像磁带录制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符合GB/T 14857-1993规定的串行数字分量视频信号和符合GB/T 14919-1994规定的数

字音频信号，或经过码率压缩编解码处理后，达到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要求的电视节目录像磁带的录制、

播出和交换。采用其他数字编码方式和记录介质的电视节目的录制、播出和交换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857-1993 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 

GB/T 14919-1994 数字声音信号源编码技术规范 

GY/T 152-2000 电视中心制作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GY/T 192-2003 数字音频设备的满度电平 

3 技术要求 

3.1 录像机 

录像机应满足以下要求：  

— 具备SDI串行数字接口； 

— 具备AES/EBU数字音频接口； 

— 满足帧精度编辑要求。 

3.2 视频记录 

3.2.1 视频信号源 

视频信号源应符合 GB/T 14857-1993规定的串行数字分量信号。 

3.2.2 视频校准信号 

视频校准信号应为 100/0/75/0彩条信号。 

3.2.3 视频信号的等效模拟参数 

为满足当前模拟传输通路及模拟播出的要求，视频信号的等效模拟参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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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视频信号的等效模拟参数 

序号 项    目 技术要求 

1 消隐电平（标称值） 0 mV 

2 峰值白电平（标称值） 700 mV 

3 黑电平与消隐电平差 0 mV～50mV 

4 Y信号电平 -7mV～721mV 

5 R、G、B电平 -35mV～735mV 

6 模拟复合信号电平
 

≤800mV 

3.3 音频记录 

3.3.1 声音信号源 

声音信号源应符合 GB/T 14919-1994的数字音频信号。 

3.3.2 声音校准信号 

声音校准信号应符合 GY/T 192-2003的规定。为 1kHz的正弦波，校准电平为-20dBFS，对应的模拟

信号电压电平为+4dBu。 

3.3.3 数字音频电平 

节目电平最大值不超过-6dBFS（通常节目电平在-9dBFS以下）； 

语言电平最大值不超过-12dBFS。 

3.3.4 声音通道分配 

声音通道分配见表 2。 

表2 声音通道分配 

声音通道 单声道 立体声 

声道1 混合声 左声道 

声道2  国际声
a 右声道 

声道3 国际声左声道 

声道4 

多语种混合声或其他用途 
国际声右声道 

a 国际声是指节目拍摄现场声、音乐和效果声等。 

3.4 控制磁迹 

3.4.1 节目磁带上记录的控制磁迹信号应连续。 

3.4.2 控制磁迹信号的计数，能以小时、分、秒、帧表示磁带上节目的相对时间。 

3.5 时间码 

3.5.1 在节目录制的全过程中，均应采用时间码。 

3.5.2 节目磁带上记录的时间码应连续增加。 

3.5.3 节目磁带应同时记录两种时间一致的时间码，即纵向时间码（LTC）和场消隐期时间码（VITC）。

两种时间码分别以小时、分、秒、帧表示磁带上节目的绝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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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除特殊需要外，时间码应以保护引带过后的彩条信号开始处为零时刻，记录在磁带上的时间码

应确切地对应磁带上的引带、节目、带尾等各种信号的开始时间及结束时间。 

4 录制要求 

4.1 交换或播出用的节目磁带录制 

交换或播出用的节目磁带录制要求见表3。 

表3 交换或播出用的节目磁带录制要求 

声音 
磁带段 

持续时间

s 
图像 

声道 1 声道 2 声道 3 声道 4 
控制磁迹 时间码 

保护 ≥10 空白或黑场无声
a
 

校准 60 视频校准

信号
b 

声音校准信号
c
 

提示 5 黑底 无声 无声 无声 无声 

识别 15 识别字幕

或黑底 
识别语言或无声 

引 

带 

提示 10 黑底 无声 无声 无声 无声 

正式节目 
节目实际

运行时间
节目图像 

节目混合

声或立体

声左声道

节目国际

声或立体

声右声道

多语种混

合声或立

体声国际

声左声道

多语种混

合声或立

体声国际

声右声道 

带尾 ≥30 黑底 无声 无声 无声 无声 

连 

续 

连 

续 

a 保护引带如录制有控制磁迹和时间码，应与随后的控制磁迹和时间码保持连续。 

 b原始记录时，彩条信号应是经过信号处理和切换系统输出的标准测试信号；用 ENG方式记录时，彩条信号与随后的节

目图像信号应取自同一编码器输出。复制时，由录像机记录在节目磁带上的彩条信号应是用放像机从素材带引带上原

录彩条重放的信号。使用多盘素材磁带进行编辑时，由录像机记录在节目磁带引带上的彩条信号可取自该制作系统的

标准信号发生器。 

c 记录立体声节目时，两个声道应使用相位相同的校准信号，宜采用左声道每间隔 3s间断 0.25s作为识别。 

4.2 播出用节目磁带 

播出用的节目磁带，每盘应只记录一个节目，多集的节目每盘应记录一集。若一个节目（或一集）

持续时间超过一盘磁带，需要记录在多盘磁带上时，分场节目应在节目场间分盘，非分场节目分盘时，

前盘带尾和后盘带头之间应该以便于播出节目衔接的原则分盘，衔接部分节目内容不应重复。 

4.3 节目时间长度 

从节目第一帧画面开始到节目最后一帧画面终止的时间间隔，定为节目的实际时间长度。登记节目

时间长度时，应精确到帧。 

4.4 节目记录 

正式节目磁带段不应出现与节目无关的内容。 

4.5 磁带登记表 

电视台节目磁带登记表应标明下列内容： 

a) 磁带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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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节目所用磁带总盘数和本盘磁带的顺序号； 

c) 节目标题； 

d) 节目类型； 

e) 栏目名称； 

f) 制作单位； 

g) 节目负责人； 

h) 版权信息； 

i) 内容描述； 

j) 节目起始和终止的时间码； 

k) 节目实际时间长度； 

l) 声道编号、声道内容； 

m) 声道格式； 

n) 录像机格式； 

o) 节目录制人； 

p) 录制机房； 

q) 制作完成日期； 

r) 入库日期； 

s) 首播日期； 

t) 技术质量检验意见。 

4.6 技术审查 

节目完成后，应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对录制完成的节目磁带进行技术质量检验。 

4.7 节目磁带 

节目录制要根据节目长度和便于播出的原则选用适当长度的磁带。录制节目用磁带不允许卷边、褶

皱、受潮、霉变、沾染灰尘以及严重的磁粉脱落或磁带划痕。用于播出的节目磁带，在录制节目前应先

经过消磁处理。节目磁带的存放和管理应符合 GY/T 152-2000的规定。 

4.8 工作环境 

节目录制环境应保持整洁，温度和湿度应满足录像机工作要求及磁带短时间存放要求，录制机房的

管理应符合 GY/T 152-2000的规定。 

5 主观检验 

5.1 图像 

5.1.1 图像应无与节目内容无关的跳动、闪动或马赛克等异常现象。 

5.1.2 图像的明暗、色彩和层次应与节目内容相对应。 

5.2 声音 

5.2.1 声音效果应无异常起伏、明显失真、明显噪声和断点等异常现象。 

5.2.2 声音响度应与节目内容相对应。 

5.2.3 声音与画面应无明显不同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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