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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资产管理说开去-浅析数字媒体网络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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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这一段时间以来，业界对数字资产管理(DAM)的讨论如火如荼，大有马上要铺天盖地到来之势，但

很少有人对其发展的实质和未来的前景有一个客观认真的分析，让大家冷静下来考虑数字资产管理应该是什么样

子的。

    数字资产管理(DAM)在笔者看来可以分为软件和服务两个部分，两者缺一不可，软件为服务搭建基础，服务为

资产提升价值。

    软件方面，数字资产管理(DAM)是指一种使产业界摆脱依赖于日益沉重的数字媒体资源束缚的软件解决方案。

资产的制作商、运营商、分销商越来越担心他们的核心资产的存储、管理及再利用，他们也需要在任何时候都能

正确地识别、定位和存取数字资产。更重要的是从商业方面考虑，这些数字的内容需要通过生产、分销等供应链

系统有效地被传输到需要它们的用户手中，这就需要有一个更为有效的分销及配送网络。随着网络带宽的增加，

网络传输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大量的数字内容被生产和掌握在广播业、娱乐业和出版业的企业手中，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地增长，这样就诞

生了一些内容管理解决方案。最早的一些解决方案针对于创建和维护资产库，并创建索引和存储数字内容，以便

能够再利用。但是对于日益显露出来的数字经济的需求，这样的系统是不充分的。

    今天，企业需要的系统是不仅要提供其内部使用还要为其数字资产产生效益的产品。DAM不仅要为企业提供静

态的储藏，还要通过多种渠道分销、配送出去以使数字资产升值。总之，数字资产管理可以被描述成从单一源头

通过多种渠道重复利用和分发产品，基于Web的数字化、目录化、可跟踪、可管理的综合系统。

    有了软件还不是目的，要让众多用户切实地享受到资产升

值的快乐，这就需要在服务方面下很大的功夫。有很多厂商都

发布了自己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他们的系统都很不错，但我

的目的并不是讨论这些系统，而是从服务的角度看待数字资产

管理服务中的网络配送服务，这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要关注这

个市场，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数字资产的发展过程，让大家

从整体上有所掌握。 

    过去，在有互联网以来的一些年中，网络主要以窄带为

主，由于网络基础设施的薄弱和内容制作的落后，网络服务基

本以文本信息为主，基本看不到图片，更不用说活动图像。后

来随着网络的发展、用户的增多，逐渐出现了一些数据中心,它

们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并为它们附近的众多企业提供文字数

据服务。这些数据中心是专门为这些企业建立的服务机构，因

为那个时候这些企业还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图1)。 

图1 

    现阶段，随着网络带宽的增加，用户的增多，用户对多媒体信息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网络进入准宽带阶

段，视频内容进入网络，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视音频内容为服务方向的多媒体数据中心，开始出现多媒体数据中心

和以文字为基础的数据中心的融合，服务以这些多媒体数据中心为主，为企业提供多媒体信息资源。随着网络接

入形式的增加，卫星加入到骨干网络的阵营中来。（图2）

    未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完善，带宽足够宽，进入真正的宽带时代，每个企业会逐渐成为多媒体数据中

心，视频数据成为各个企业间数据交流的主要形式，这个时候的数字资产管理成为软件＋服务的真正结合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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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带宽的增加，电视数字化进程的加剧，很多传统的模拟视频也逐渐转变为数字视频，依靠网络来传

送，大家逐渐认识到通过网络传送的数字视频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利用数字系统发行电视节目就成为大家关注的

焦点。

    现阶段，国内电视台各频道的节目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自主制作的节目，需要外购，而且现在电视台的频道

越开越多，但相对每个频道的自主制作的节目并没有大幅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台对节目的需求量是巨大

的。而这些节目是哪里来的呢？节目源包括中央及各省级电视台、各级城市电视台、国内独立节目制作机构、国

外购买版权节目等多种方式，这么多的节目是如何让广大的观众看到的呢？

    在传统方式下，节目制作或发行机构把制作好的节目复制成磁带，然后通过EMS邮寄方式发到各个电视台，再

由这些电视台上线播出，最终被观众看到。这种方式不能保证当日节目当日送到，导致大量新闻性强的日播节目

不能开播和流通；此外由于邮递过程中，人工环节过多，经常导致节目丢失和版权被盗，加之成本因素等，这一

领域的技术革新已迫在眉睫。

    随着数字化的进程，首先进行的是电视台播出系统的数字化，然后是节目制作的数字化，最后才是用户端的

数字化。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之间的传输渠道也必须经过数字化的改变，这就是传输渠道数字化、网络化的趋

势。

    在这种趋势下，必须有相适应的服务跟上，把节目制作机构和节目需求机构高效、安全地联系起来，这样就

诞生了一种新的网络服务—数字媒体的网络配送服务。

    现阶段这种服务出现了几种形式，第一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DVB-S的卫星数字实时传输方式；第二种是，地

面骨干网络的点对点实时传输方式；第三种是，地面和卫星数字文件传输方式。

    第一种的优势在于它采取广播的方式能够传输到卫星覆盖范围内的任何一点，具有地域的宽广性，缺点为在

接收端接收节目除了整套节目入网外，单个节目接收一般还要还原成模拟磁带形式，再上线播出，而且必须要有

人值守，不允许出现一点差错。现在出现另外一种接收方式，它是在接收端加一台变码设备，通过它把DVB-S信号

中的MPEG-2数据流存储在磁盘上，然后进入数字播出系统。这样的方式解决了节目接收系统与数字播出系统的结

合问题，但发送端还需要手工操作模拟视频。

    第二种类似于第一种的传输方式，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双向信道，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只能做到

点对点，使得视频的有效利用率大大降低，成本增大。

    第三种方式主要采用全IP方式传输数字媒体信息，这些信息以媒体包裹的形式从发送端发出，它经过发送端

系统软件和硬件的打包，以IP的形式通过各种网络传输到接收端，再由具有相同协议的软件根据需要打开包裹，

送到用户需要的任何地方。用户如果采用模拟磁带播出，这种服务可以把数字视频转换到磁带，如果采用数字播

出，此系统还可以直接把收到的数字视频传输到播出服务器以供播出使用。这种服务具有灵活多变的形式，根据

传输速率的不同，可以实时，延时，甚至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时间传输，这就是IP的优势。

    第三种方式最适合用于多媒体数据中心服务。在多媒体数据中心中存储有大量的视音频资源，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更方便地把那里的资源配送到用户手中，这样就引发出一个新的概念—数字视频批发商。

    数字视频批发商是一种服务机构，它通过数字资产管理软件和数字媒体配送系统把自己所管理的数字视频资

产通过网络配送到大量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包括各级电视台、电信网络运营商、小区宽带运营、各类广告公司

等等。数字视频批发商可以是电视台本身，可以是大型节目制作机构，也可以是综合电视台和节目制作机构的节

目服务商。从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将来企业多媒体数据中心的雏形。有了他们的服务，节目可以更为有效、安全

地到达需求用户。

    采用IP方式传输数字视频的服务在国内开展的还很少，而且没有形成规模，可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虽然在

硬件方面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整个产业链中缺乏适当的软件和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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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就是综合了以上所述第一和第三种配送方式的解决方案系统图示，发端的硬件是现在已经非常流行的DVB-

S编码、复用、加密、调制设备，还有近来多有采用的DVB协议IP打包设备及IP加密系统，软件包括数字化系统、

资产管理系统、IP播发系统等。收端采用数字接收系统配合模拟接收系统同时使用，以利于数字改造进程。国内

已经有几家厂商开发出各具特色的数字媒体配送系统，例如新视宽带，其软件能够为用户提供更为多样的数字媒

体配送服务。

图4 

    在服务方面，已经有很多厂商及传统卫星、地面网络运营商开始蠢蠢欲动，在这块新形成的蛋糕上分到自己

的一份。希望随着这些厂商的加入，服务质量的提高，我们的用户可以享受到更为满意的服务，促进我们电视产

业的发展。

    以上笔者就数字资产管理所能产生数字视频网络配送业务粗略地做了一些阐述，希望能给业界一些启示，为

数字媒体的发展开辟一条光明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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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题：媒体资产管理

· 重庆广电集团内容管理基础平台荣获总局科技创新一等奖[图] (2008-3-3) 

· 北京久合成创新研发出针对行业用户的媒资系统 (2008-2-20) 

· 制编播一体化网络[图] (2008-2-20) 

· 方正电子签约CCTV新台址“总控以及传输系统-控制、管理及监控项目”[图] (2008-2-4) 

· CCTV&大洋-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建设工程工艺项目隆重签约[图] (2008-2-3) 

>>更多 

 相关信息：资产管理

· 索贝与湖南广电合作 再创全台网设计经典 (2008-1-9) 

· 新奥特中标天津电视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 (2006-8-14) 

· VDS向Discovery Communications提供DiReCT[图] (2006-8-8) 

· 新奥特中标天津台非编制作网 (2006-4-10) 

· 新奥特和新老朋友共贺迎春天 (2006-3-31)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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