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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资产管理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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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资产管理的概况  

近年来，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随之带来的问题也增多。如何管理和保存电视台和其他媒体单位所保存的一大批有价

值的视音频节目素材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存储介质和存储格式的局限性，如何完好地保存和再利用这些珍贵的

历史素材和现有素材，以及满足日益增长的存储空间需要，已成为这些单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些单位中，广电

行业所处理的视音频素材，由于信息量巨大，因此在存储质量、存储效率、传输质量和检索查询效率等方面有更高的性

能要求。  

媒体资产管理（MAM）系统的出现解决了当前存储和管理的一些迫切问题，也为将来的系统升级和全台数字化系统的融合

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媒体资产管理不仅可以用来管理和处理视音频的存储，而且可以对存储媒体及其相关的诸多数

据进行分类管理和检索处理，从而实现一种高效、安全的管理和存储方法。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能够有效解决电视制作公司和广播电视机构中极有价值的视音频素材的存储和再利用问题；而且将成

为节目制作和播出系统的核心。目前，国外和国内有很多厂商为媒体资产管理提出了许多具体解决方案。从2002年的

CCBN上可以看到，国内如大洋、索贝、奥维迅、新奥特、安达斯、创智等多家公司推出了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在CCBN

上，媒体资产成为了最大的亮点。从几天的展会了解，电视台和媒体机构对媒体资产的认识不是很深，对媒体资产带来

的无形价值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目前，已经应用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有：IBM提出方案应用于CNN和上海广播科学研究

所，奥维迅提出方案应用于新华社，索贝提出方案应用于重庆电视台等等。正在推出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新奥特、创智

等公司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媒体资产的构想。  

从技术发展来看，媒体资产管理的基础技术基本成熟。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必须抓住“存储是核心、检索是关键”去完

成。已经推出的媒体资产系统一般都包括：采集、存储、管理、编目和检索、信息发布等几部分。见图1。  

  

图1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基本组成框图  

媒体资产管理现在所涉及的技术：  

1．采集技术  

采集就是要把外来的视音频素材通过数据化方式转入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中。由于媒体资产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

把当前的模拟录像带中的音像素材以数字格式转入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中来，所以在采集中，不仅是对卫星信号的直接

采集，也包括从其他录像带的采集，还包括从录像带的整盘直接高速的导入。采集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目前，采集技

术利用有卡工作站(采集卡)双路采集技术完成素材的采集过程；一路为高质量的素材如：MPEG-2格式和DV格式，一路为

低码流的素材：如MPEG-4格式。  

2．存储技术  

存储是媒体资产管理的核心，能否高效和海量地存储是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重点。如何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安全性和可

靠性，如何实现不同数据的集中管理，如何实现网络上的数据集中访问，如何实现不同主机类型的数据访问和保护等，

都是媒体资产管理中存储所要解决的。SAN与NAS两者各有优缺点，但是通过两者的结合能够提供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由SAN和NAS发展来的SDD网络模式也在媒体资产中得到了应用。存储结构都采用了三级存储模式：在线、近线和离线。存

储介质上，利用大容量的磁盘阵列(SCSI)、PB数据流磁带和光盘库，通过这三者提供一个无限空间和可扩展的存储体

系。磁盘阵列是一种基于RAID技术，通过SCSI或光纤与主机相连的存储介质。内部使用Ultra/Wide-Ultra2 SCSI 接口连

接硬盘，并通过不同的RAID等级将数块硬盘结合在一起构成阵列，使主机将其作为一块大硬盘来使用，数据有选择地分

布在多块硬盘上，多硬盘并行存取数据，极大地提高I/O性能，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格式都以MPEG-2或DV格式存储

高质量的视音频素材。检索和查询、浏览素材都采用了MPEG-4格式。  

3．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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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要完成对数字化素材存储的管理、安全管理和计费管理。在存储中，如何去安排素材的在线、近线、离线存储；

什么人可以去访问和管理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中的素材，都需要媒体管理系统自动完成。在管理技术方面，都采用了素材

管理和系统管理两个部分，两者结合来完成整个媒体资产的管理工作。管理技术必须涉及网络安全，媒体资源资产化和

价值最大化，它们都要在管理系统中体现。  

4．传输技术  

随着电视台的数字化进程，能不能高效地找到所需要的素材和网上高速地传输高质量的视音频素材成为媒体资产管理的

关键。完美的存储没有完美的网络传输不能体现存储的价值。目前，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是利用FC网络和以太网相结合的

方法去解决网络传输问题。通过FC网络实现素材的采集和高质量素材的编辑、存储、下载和节目的输出。以太网已经发

展到千兆高速网络，通过以太网实现媒体资源的集中管理和素材的编目、检索和查询、以及虚编和浏览。由FC网络和以

太网组成了以存储的媒体资源为中心的传输网络。  

5．编码技术  

编码技术直接关系到存储技术，选用什么样的编码才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压缩最大，从而减少存储空间，是编码考虑

最多的。目前的编码有DV、M-JPEG、MPEG-X等格式。媒体资产管理，首先就是要把视音频素材数据化，也就是要把模拟

信号进行抽样、量化和编码。编码技术有复合编码和分量编码。在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中，编码标准都用DV和MPEG-X两种

格式。主流格式：高质量的采用MPGE-2或DV，低码率采用MPEG-4格式。高质量的素材编码目前最理想的是采样率为4:2:2

的MPEG-2格式。采样率为4:2:2的MPEG-2格式的素材完全达到存储的目的。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和网络传输，用于编目、检

索和浏览的素材采用了基于具体内容编码的MPEG-4格式，MPEG-4的高压缩传输速率已经到达800kb/s，能满足广播电视和

节目制作的需要。  

目前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不足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存储、检索难等问题，通过上面的关键技术能否完全达到简便、高效、安全、稳定

可靠的存储和检索，还有待实践。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不能安全、稳定可靠地存储和检索，则媒体资产就没有任何意义，

也体现不了媒体资产管理的价值。  

CCBN2002媒体资产引起了许多电视台和媒体机构的广泛关注。专业技术人员都关心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标准和媒体资产

能不能真正地达到制播存一体化；编目标准是什么；网络传输速度能不能满足高速地传输；媒体资产能否跨平台操作。

在CCBN2002的主题报告会上，中央电视台何宗就副台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媒体资产中素材的编目是资料运行管理

工作和工艺建设工作的核心环节；编目工作方面，应遵循面向用户、服务检索和查询的基本原则。其实，没有合理的编

目，怎能有高效地检索和查询！由于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编目标准，已经应用和正准备应用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编目

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大洋、索贝、奥维迅、新奥特、安达斯等公司推出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编目标准各不相同。为了

实现将来编目标准统一，媒体资产管理的编目都是开放性的，为将来统一标准进行升级提供方便。 能不能和制作播出系

统无缝连接，也成为用户最关心的问题。从今年CCBN展会看到，各个厂家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只能和自己的非编和播出

系统相连。大洋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基本能和大洋的非编和播出连接，索贝的媒体资产也基本能和索贝的非编和播出连

接，但是所有家公司都没有应用于不同厂家间的互联！ 网络的高速传输直接影响编目和检索的速度。媒体资产管理系统

能不能快速完成所有功能，网络速度至关重要。媒体资产管理采用的FC网络和高速以太网的双网结构能不能完全满足视

音频的传输，速度究竟能达到多少，需要给出一个量化标准。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发展方向  

1．编目标准统一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是节目制作和播出的中心，统一编目标准才能更好发挥视音频素材的价值。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利于

媒体资料的交换。媒体资产的目的之一也就要用于节目的出售和交换，要真正做到一次编码和编目、多次复用，编目标

准也必须统一。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素材，北京电视台要买，买好后，如果没有统一的编目标准，北京电视台只有对买

来的素材重新进行编目标引，才能入库保存；编目标引标准不一致，素材就不能直接存入到北京电视台的媒体资产管理

系统中去。为了体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价值，将来编目的标准一定要统一。各个厂商开发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都有

其独特的特点，这些系统都是为一些单位定性制作的。随着广域网络技术的成熟，电视台间通过网络传送素材可能性越

来越大，通过网络直接检索和查询其他电视台资料库素材也随之增加，要想使用通用的检索接口和界面检索其他电视台

的资料库，必须使用统一规范的编目标准和检索机制。对于各个厂商的开发者和建设者来说，必须按照标准定制系统，

才能保证将来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互连性。  

2．管理方便安全  

对素材的管理要更方便和安全，系统应该更能自动完成许多素材的管理工作，不需要人工去干预。比如，素材的迁移、

存储，系统能够智能化地识别在线、近线、离线存储。系统的安全防护要更加强大，如果系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媒体

资产管理系统中存储的视音频素材是危险的，所以，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必须提供最强有力的安全防护措施。  

3．检索更加高效  

检索的高效率，体现在多方面，用户都希望能很方便和快速地检索和查询到所需要的素材。能否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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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是未来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查询的关键。目前的媒体资产还仅仅提供在一台计算机平台上去查询，这样很不方便；为

了更方便，一定要提出更简便的查询手段。比如，通过语音，用户只需要对着查询服务站说出要找的资料。  

4．编码更加完善  

媒体资产管理要根本把视音频素材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编码压缩技术是至关重要的技术。媒体资产管理都要求在

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压缩率最大。MPEG-4的出现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但是MPEG-4是基于对象编码，支持基于内

容的检索作为其目标。能不能完全达到通过很少特征来对信息内容进行检索，就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所以，编码技术

将向着能基于内容和图像的高效快速检索和查询方向发展。 MPEG-7就是建立在MPEG-4的基础上，它期望用最少的视觉特

征就能对视音频素材进行检索。比如，在现在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中，通过一些最简单的特征，就能快速找到包括这些

特征的相应素材。  

5．多元增值服务  

为了让媒体资产价值最大化，必须提供多元增值服务。在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中，有两种质量的素材，一是用于编辑、播

出和交换的广播级高质量素材；一是为了提供永远在线的浏览方式的低码率素材。高压缩比的低码率素材，除了供内部

网络的浏览与使用外，还可以通过因特网或其他方式向社会或行业单位开放，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素材质量的不

同，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开放领域、使用的方式以及付费的标准也不相同。如：高压缩比低码率的素材除了提供浏览

外，可以作为网络在线点播的素材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广播级的高质量素材可以作为商品在线销售或用于素材交换，

还可以按类别向用户有偿供给等。对于素材和节目的增值服务，不同的用户可能不同，如何创建用户特色的增值服务系

统，最大限度地发挥素材和节目的价值，也是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媒体资产管理初见端倪，随

着它的发展，必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媒体资产管理作为对媒体资源的科学管理必将成为电视中心网络化的核心。相信

在未来的几年内，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将在广电行业中广泛应用。  

(作者工作单位:西藏广播电视局)  

(文章来源:广播电视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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