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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复杂度的可伸缩视频流媒体 ＭＧＳ编码方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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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不同带宽环境及用户分布选取可伸缩视频流媒体编码方案的不确定问题是影响视频流编码质量的关键因
素，为了实现在指定网络带宽区域条件下多用户实时性访问的编码质量优化，提出了一种低复杂度适应网络带宽区域和质

量可伸缩的视频流媒体编码方案优化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视频内容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首先根据ＭＧＳ片层数据
统计特性设计出对应率失真（ＲＤ）模型，结合Ｉ，Ｐ，Ｂ帧类型率失真特性进行视频流码率估计；然后根据优化算法推导出合
理编码方式；最后分析该方法的计算时间复杂度。在 ＩＴＵＴ标准文档 Ｑ６／ＳＧ１６所定义的信道通用测试平台上进行实验研
究，实验结果表明所提优化方法能在与传统编码方案复杂度近似情况下带来０３－１ｄＢ视频序列质量增益，且适用于通用的
传输信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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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Ｈ２６４／ＳＶＣ作为最新ＳＶＣ编码标准是以联合视频
编码组（ＪｏｉｎｔＶｉｄｅｏＴｅａｍ，ＪＶＴ）和国际电信标准化部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

!

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ｏｒ，
ＩＴＵＴ）提出的Ｈ．２６４／ＡＶＣ为基础发展而成，主要包括
了空间、时间和质量可伸缩编解码［１］。质量可伸缩包

括了粗粒度可伸缩（ＣＧＳ），中粒度可伸缩（ＭＧＳ）以及
细粒度可伸缩（ＦＧＳ）。由于 ＣＧＳ只能提供有限的几个
离散点码率进行切换，而 ＭＧＳ编码能够在显著降低计
算复杂度的情况下，提供与ＦＧＳ相似的率失真结果［２］。

在２００７年７月的 ＳＶＣ标准的修订版中对 ＦＧＳ编码技
术部分进行了删除，因此 ＭＧＳ成为目前主要使用的视
频质量可伸缩编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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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编码优化问题常与码率控制紧密相关，目的

在于在特定的带宽码率条件下寻找合适的量化参数和

编码方式使得编码性能得到优化，而码率控制有效与

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率失真模型（ＲＤＭｏｄｅｌ）的准确
性及码率控制算法的适应力。目前主要应用的包括

ＭＰＥＧ４中 ＶＭ８算法，Ｈ．２６４／ＡＶＣ中的 ＪＶＴＧ０１２和
ＪＶＴＨ０１７算法等［３５］，近年也有学者提出在特定带宽条

件下根据视频内容来决定帧内／帧间编码模式以及通
过率失真分析建立码率分配方案等方法来改善ＳＶＣ编
码质量［６，７］。然而针对可伸缩编码的编码优化，传统针

对特定码率的编码优化无法解决实际区域网络带宽的

浮动变化和多用户访问所具有不同带宽条件情况下的

编码优化问题，尤其是当流媒体资源数量达到海量级，

而处理速度要求最大限度利用网络的时候，这就需要

有合理的可分级编码方式进行指导编码，以利于后续

的编解码和传输处理。

本文提出一种低复杂度的可伸缩视频流媒体编码

方案优化方法，其目的在于在有限带宽和低复杂度要

求的条件下，根据统计得到的网络带宽区域范围及用

户带宽分布信息，通过编码结构及算法的优化来得到

合理的可分级视频编码方案，使得编码输出质量得到

提高。在信道通用测试平台上进行实验研究，通过实

验验证本文提出的低复杂度的可伸缩视频流媒体编码

方案优化方法的有效性。

２　编码方案优化结构分析

２．１　编码方案优化结构
编码优化结构如图１所示，提出的优化过程主要

包括了率失真模型确定、视频流码率估计及优化算法３
大部分。率失真模型确定为视频流码率估计的前提基

础，在计算得到了视频流的码率大小后结合针对区域

带宽和用户分布统计信息的优化算法来得到合理的编

码方案，具体下文将详细进行分析讨论。

图１　编码方案优化过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２　ＭＧＳ片层率失真特性
ＭＧＳ以４×４块为单位 ＤＣＴ整数变换量化后的系

数分配可构建多个增强层［８］。数据传输时以包为单位

舍弃会形成ＭＧＳ的码流截取结果，从而实现 ＭＧＳ质量
可伸缩。实现对视频码流中 ＭＧＳ片层码率估计，包括
了计算 ＭＧＳ片层质量百分比以及构建 ＭＧＳ片层率失
真模型两个步骤。

２．２．１　ＭＧＳ片层质量百分比
在ＭＧＳ编码中，每个子块数据单元中的１６个系数

是４×４子块数据通过整数变换后得到，因此各系数的
重要性不相同［９］。根据片层所包括的系数个数，定义

片层质量百分比矢量 Ｋ＝［ｋ１，ｋ２，．．．．．．ｋｉ］，ｉ＝１，２，３
……１６。各片层所占质量增强层的质量百分比 ｋ１，
ｋ２，．．．．．．ｋｉ计算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各片层质量百分比计算过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ｌ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通过图２可计算出片层质量百分比矢量Ｋ中各片
层所占质量百分比大小。其中 ＰＳＮＲ为片层数据未丢
失的重构图像质量表征，ＰＳＮＲｉ为丢弃了片层ｉ数据后
重构图像质量表征。

２．２．２　构建ＭＧＳ片层率失真模型

中粒度质量可伸缩（ＭＧＳ）的１６个变换系数可形
成１到１６个 ＭＧＳ片层，而不同系数分配方式及 ＭＧＳ
片层数会导致编码比特数的不同。通过计算得到片层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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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质量增强层的质量百分比与其编码实际所需要的

比特数，建立码率质量百分比（ＲＲＴ）关系曲线（质量
百分比为ＭＧＳ片层带来的质量增益与所在的 ＭＧＳ堆
栈带来的质量增益之比），构造 ＭＧＳ片层率失真模型，
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ＲＲＴ率失真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ｏｆＲＲＴｒａｔ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通过测试结果统计，Ｉ，Ｐ，Ｂ帧类型中质量增强层
ＭＧＳ片层所占质量百分比与编码所需要的码率符合线
性方程，三者相关性都很高，与实际产生的码率十分匹

配，可以用简单的线性曲线拟合。因此对 Ｉ，Ｐ，Ｂ帧分
别建立对应的线性模型进行码率估计：

ＲＭＧＳ＝ＲＴ×Ｒ＋ｂ （１）
其中，Ｒ为质量增强层为 ＣＧＳ编码模式下的码率，ＲＴ

为ＭＧＳ片层率失真系数，ｂ为常数。
２．３　视频流码率估计

对于可伸缩编码的码率控制算法鲜有文献对这方

面进行研究，由于ＱＰ能够很好的反映纹理和非纹理编
码数据量信息［１０］，通过构造 ＲＱ率失真模型来反映码
率和量化参数之间的关系。根据统计测试分析，Ｉ，Ｐ帧
类型采用二次率失真模型，Ｂ帧采用线性率失真模型
进行码率估计［１１］。

ＲＩＰ＝
　

　
ｃ１
ＱＰ＋

ｃ２
ＱＰ








２ ×ＭＡＤ

ＲＢ＝
ｃ
ＱＰ×











 ＭＡＤ

（２）

本文提出对视频流码率估计分基本层编码，预编

码以及后编码三大部分，具体如图４所示。
在上文所掌握的率失真模型特性前提条件下，视

频码流估计实现包括以下３个步骤。
步骤１：对视频帧的基本层进行编码，获取基本层

的码率 ＲＢ及各 Ｉ，Ｐ帧基本层的 ＭＡＤ。通过线性回归
对各Ｉ，Ｐ帧基本层区域单元初始化二次率失真模型参
数ｃ１和 ｃ２以及 Ｂ帧中各区域单元的基本层和增强层
率失真模型参数ｃｂ，ｃｅ。

步骤２：进行Ｉ，Ｐ帧的预编码，过程主要包括：
１．质量增强层采取ＣＧＳ编码方式，初始化各区域

单元基本层和增强层中率失真模型参数 ｃ１和 ｃ２，ｃ３和
ｃ４并确定比例参数ｋ，ｐ使得ｋ＝ｃ３／ｃ１，ｐ＝ｃ４／ｃ２。对Ｉ，Ｐ
帧构造ＭＡＤ空间域预测模型关系［１２］，由当前帧基本层

的ＭＡＤｂ来预测增强层 ＭＡＤｅ，各帧基本层的 ＭＡＤｂ在
基本层编码过程获得，增强层ＭＡＤｅ在预编码过程中获
得，然后通过线性回归方法初始化参数ｍ，ｎ和ｇ，ｈ。

ＭＡＤｅｉ＝ｍ$

ＭＡＤｂｉ＋ｎ （３）
ＭＡＤｅｐ＝ｇ$ＭＡＤｂｐ＋ｈ

其中 ＭＡＤｂｉ和 ＭＡＤｂｐ为 Ｉ，Ｐ帧基本层 ＭＡＤ，ＭＡＤｅｉ和
ＭＡＤｅｐ为Ｉ，Ｐ帧增强层ＭＡＤ。

图４　视频流码率估计步骤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ｖｉｄｅｏｒａ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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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Ｂ帧，构造ＭＡＤ时间域预测模型［１２］：

ＭＡＤｂ%（１／２
ｎ）
$

ＭＡＤｂｐｌａｓｔ （４）

ＭＡＤｅ%（１／２
ｎ）
$

ＭＡＤｅｐｌａｓｔ
其中ｎ为时间等级，ＭＡＤｂｐｌａｓｔ为对应 ＧＯＰ中相邻 Ｐ帧

基本层ＭＡＤ，ＭＡＤｅｐｌａｓｔ为对应 ＧＯＰ中相邻 Ｐ帧增强层

ＭＡＤ，ＭＡＤｂ和 ＭＡＤｅ分别为 Ｂ帧基本层和增强层

ＭＡＤ。
２．初始化Ｉ，Ｐ，Ｂ帧的 ＭＧＳ片层率失真模型，确定

模型参数。

３．根据编码参数获取Ｉ，Ｐ帧增强层编码数分别为
ｕ和ν，设存在时间等级为１的Ｂ帧质量等级为０编码

数ｙ，存在质量增强层的帧编码数为 ｈ。ｙ，ｕ，ν，ｈ值可
以在编码配置文件中根据编码需求对编码帧数、ＧＯＰ

大小、Ｉ帧周期、编码模式及基本增强层帧率进行设置，

视频流码率ＲＩＰＢ估计表达式如下：

ＲＩＰＢ＝ＲＩＰ＋ＲＢｂａｓｅ＋ＲＢｅｎｈ＝ＲＩＰ＋∑
ｙ
∑
ｓ

ｃｂｓ
ＱＰｂ
×ＭＡＤ








ｂ

＋∑
ｈ
ＲＴｂ×∑

ｓ

ｃｅｓ
ＱＰｅ

×ＭＡＤ







ｅ ＋ｂ （５）

ＲＩＰ＝ＲＢ＋ＲＥ

＝ＲＢ＋∑
ｕ
ＲＴｉ×∑

ｄ

　

　
ｋｉｄｃｉ１ｄ
ＱＰｅ

＋
ｐｉｄｃｉ２ｄ
ＱＰ２







ｅ
×ＭＡＤ













ｅｉｄ

＋∑
ν
ＲＴｐ×∑

ｑ

　

　
ｋｐｑｃ

ｐ
１ｑ

ＱＰｅ
＋
ｐｐｑｃ

ｐ
２ｑ

ＱＰ２






ｅ
×ＭＡＤ













ｅｐｑ ＋ｂ

（６）

其中ＲＩＰ为视频流Ｉ，Ｐ帧码率大小，为 Ｉ，Ｐ帧的基本层

码率ＲＢ和Ｉ，Ｐ帧的增强层码率 ＲＥ的叠加。ｃｉ１ｄ，ｃｉ２ｄ，ｃ
ｐ
１ｑ

及ｃｐ２ｑ分别为各Ｉ帧区域单元ｄ和Ｐ帧区域单元ｑ的基

本层二次率失真模型系数，ｋｉｄ，ｐｉｄ，ｋ
ｐ
ｑ和 ｐ

ｐ
ｑ为 Ｉ帧区域

单元ｄ和Ｐ帧区域单元 ｑ的比例参数，用于预测当前

帧增强层各区域单元的二次率失真模型参数。ＱＰｂ和

ＱＰｅ分别为基本层和增强层的量化参数，ＲＴｉ和 ＲＴｐ分

别为Ｉ，Ｐ帧的ＭＧＳ率失真模型系数，ｂ为常系数，ｄ，ｑ，ｓ

分别为Ｉ，Ｐ，Ｂ帧所分的区域单元个数。

步骤３：结合优化算法得到编码方案在后编码过程
中对Ｉ，Ｐ帧质量增强层及Ｂ帧进行编码。

３　编码方案优化算法实现

３．１　优化算法实现过程
编码优化算法在优化过程中需满足３个准则：１视

频流编码目标码率为带宽码率上限；２带宽条件范围内
具有细致灵活码率可伸缩特性；３片层分类方式符合用
户在带宽条件范围内的分布情况；

由准则１，２可得以下表达式：

ＲＭＧＳ＝Ｒｔｏｐ
ＭＡＸ［Ｒｂｉｔ］　ｓｂ．ＲｂｏｔｔｏｍＲｂｉｔ＝ｂｉｔｅｘｔｒａｔ（ＲＭＧＳ）Ｒ{ ｔｏｐ

（７）
其中ＲＭＧＳ为ＭＧＳ编码码率，Ｒｂｏｔｔｏｍ和 Ｒｔｏｐ为目标带宽码
率下限和上限，ＭＡＸ［Ｒｂｉｔ］为对 ＲＭＧＳ进行码流提取使得
Ｒｂｉｔ处于目标带宽码率区域，并使得存在提取码率个数
最大化。

１．根据文章 ２３节中预编码过程估计得到 ＣＧＳ
编码方式的视频流码率，若小于下限码率 Ｒｂｏｔｔｏｍ，采用
ＣＧＳ方式进行编码。

２．若高于目标带宽码率下限，在步骤２预编码估
计过程中分别计算得到 Ｉ，Ｐ帧的 ＲＴｉ及 ＲＴｐ使得 Ｒ（Ｑ
＝０）＋Ｒ（Ｉ，ＰＱ≠０重要 ＭＧＳ片层）＝Ｒｂｏｔｔｏｍ，得到重要
ＭＧＳ片层数据编码方式。

３．对剩余ＭＧＳ片层进行合并，估计当前 ＭＧＳ编
码方式的码率，若估计码率高于码率上限 Ｒｔｏｐ，采用当
前ＭＧＳ片层编码方式。若低于码率上限 Ｒｔｏｐ，根据已
知的网络带宽统计特性得到用户分布统计，计算区间

内用户的分布函数Ｆ（ｘ），并根据分布函数的大小作为
片层质量百分比比例对剩余合并的 ＭＧＳ片层进行重
要性分解，Ｆ（ｘ）表达式如式（８）所示。

Ｆ（ｘ）＝Ｐ（ＲｄｂＸ＜Ｒｄｔ）＝
∑
Ｒｄｔ

Ｒｄｂ

Ｘ

Ｍ （８）

其中∑
Ｒｄｔ

Ｒｄｂ

Ｘ为带宽Ｒｄｂ至Ｒｄｔ之间的用户数，Ｍ为带宽条

件范围内总用户数。以网络带宽浮动范围条件为

１００Ｋｂｐｓ－３００Ｋｂｐｓ（Ｒｂｏｔｔｏｍ＝１００Ｋｂｐｓ，Ｒｔｏｐ＝３００Ｋｂｐｓ）为例，
若区间１００Ｋｂｐｓ－２００Ｋｂｐｓ与２００Ｋｂｐｓ－３００Ｋｂｐｓ间用户数
比为２：１，则对剩余合并的 ＭＧＳ片层 Ｂ分解为 Ｃ，Ｄ片
层使得Ｃ，Ｄ所占质量百分比为１：２，使得带宽用户密
集区域得到更细致灵活的码率可伸缩特性。

４．剩余合并的 ＭＧＳ片层完全分解若仍未达到码
率上限Ｒｔｏｐ，根据区间分布函数的大小作为片层质量百
分比比例对重要 ＭＧＳ片层进行分解，达到码率上限
Ｒｔｏｐ为止，优化过程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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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编码方案优化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５中，由２２１内容确定各系数片层数据质量
百分比情况（ａ），根据步骤２，３将初始１６片层划分为
片层Ａ与Ｂ，如（ｂ）。在未达到目标码率上限情况下对
片层Ｂ按分布函数的大小作为片层质量百分比比率分
解（ｃ），若片层Ｂ完全分解后仍未达到目标带宽上限，对
片层Ａ进行分解（ｄ），直到满足达到目标带宽上限要求。
３．２　算法开销及计算复杂度分析

设视频流编码Ｉ，Ｐ，Ｂ帧数分别为 Ｎ，Ｍ，Ｐ，编码 Ｉ，
Ｐ，Ｂ帧编码时间单元分别为 ｎ，ｍ，ｐ，则初始编码时间
可计为Ｏ（Ｎ×ｎ＋Ｍ×ｍ＋Ｐ×ｐ）。编码方案优化方法较初
始编码方式增加了预编码过程，预编码过程中主要包

括了码率估计和优化算法应用两个步骤。预编码过程

中只对一个 ＧＯＰ的图像帧进行统计及编解码，而对
ＧＯＰ图像帧需进行两次编码。首次为各系数单独作为
片层数据的１６片层ＭＧＳ编码，以计算各片层所占质量
百分比，初始化率失真模型参数为目的，同时仍需进行

一次ＣＧＳ的编码。设预编码中 ＧＯＰ帧图像所包含的
Ｐ，Ｂ帧数为Ｄ，Ｔ（若 ＩＰＰＰ模式则 Ｔ＝０，ＩＢＢＰ／ＩＢＰＢ模

式则Ｄ＝１），由于不必对质量基本层数据重复性的进
行编码，因而质量增强层中ＣＧＳ编码远较１６片层ＭＧＳ
编码要小，因此编码时间可认为约 Ｏ（１×ｎ＋Ｄ×ｍ＋Ｔ×
ｐ），设解码每帧图像时间为ｕ，则初始化 ＭＧＳ片层率失
真模型参数需时间约为Ｏ（（１＋Ｄ＋Ｔ）×１６ｕ），总的所需
时间约为Ｏ（（Ｎ＋１）×ｎ＋（Ｍ＋Ｄ）×ｍ＋（Ｐ＋Ｔ）×ｐ＋（１＋Ｄ＋
Ｔ）×１６ｕ）。由于统计数据及解码时间远较编码时间要
小，因此编码方案优化方法较初始编码方式所需编码

时间为同一数量级，约增加一个 ＧＯＰ的编码时间，在
多编码帧的情况下，优化编码中预编码过程所需时间

与整体编码所需时间之比很小。

４　实验研究与结果分析

为检验本文优化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采用 ＩＴＵ
的视频质量专家组（ＶＱＥＧ）提供的标准测试序列作为数
据源，在ＩＴＵＴ标准提案 ＩＴＵＴＶＣＥＧＰ２０６ｄ０中定义了
通用的ＳＶＣ测试环境［１３］，在编码环境平台ＪＳＶＭ９１８，及
通用模拟信道测试平台上进行实验研究。

图６　实验研究平台
Ｆｉｇ．６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实验１编码质量及可分级性能评估
实验条件：采用 Ｆｏｒｅｍａｎ及 Ｂｕｓ序列，序列采用

ＣＩＦ视频格式，帧率为３０ｆ／ｓ，ＧＯＰＳｉ
!

ｅ为８，基本层量化
参数为４２，增强层量化参数为３２，Ｆｏｒｅｍａｎ序列目标码率
范围分别为５００Ｋｂｐｓ６００Ｋｂｐｓ及 １１００Ｋｂｐｓ１３５０Ｋｂｐｓ，
码率范围内用户分布均服从均匀分布，Ｆｏｒｅｍａｎ序列
ＭＧＳ片层的初始设置为［２３２１２６］，优化后ＭＧＳ的
片层分配方案更新为［７２２５］。Ｂｕｓ序列 ＭＧＳ片层
的初始设置为［２４３７］，优化后 ＭＧＳ的片层分配方
案更新为［８１３４］。采用基本（Ｅｘ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ｉｃ）及率失
真优化码流提取方式［１４］（ＥｘｔｒａｃｔＱＬ）进行目标码率提
取比较。

针对两组序列分别进行了两组实验，分析图７数
据表明根据目标带宽范围所进行的编码方案优化，能

够较初始编码方案提高编码序列质量。根据不同的测

试序列以及码流提取方式，由图所示可达０３１ｄＢ不
等的增益提高。

实验数据均表明优化后编码方案能够针对目标带

宽范围内有着密集的质量可分级特性（如（ａ，ｂ）测试中
５００Ｋｂｐｓ６００Ｋｂｐｓ及（ｃ，ｄ）测试中１１００Ｋｂｐｓ１３５０Ｋｂｐｓ
区间范围），利于多客户不同带宽的具体要求。对于非

客户所要求的带宽范围优化后编码方案则表现出较低

的质量可分级特性，这有利于提高编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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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优化编码方案前后视频码流质量比较

Ｆｉｇ．７　Ｖｉｄｅ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８　编码时间比较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实验２编码时间复杂度测试
实验条件：采用 Ｂｕｓ序列，序列采用 ＣＩＦ视频格

式，帧率为１５ｆ／ｓ，ＧＯＰＳｉｚｅ为８，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ｏｄ为１６。目
标码率范围为 １６５０Ｋｂｐｓ１９００Ｋｂｐｓ。基本层量化参数
为３５，增强层量化参数为２５。ＭＧＳ片层的初始设置为
［２６３５］，优化后 ＭＧＳ的片层分配方案更新为［８１３
４］，编码帧数分别为 ６４和 １２８帧。电脑配置 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２ＤｕｏＣＰＵＥ７２００２５３ＧＨｚ，１６ＧＨｚ，２Ｇ内存。

由编码时间测试结果可见，方案优化后的编码时

间较优化前所需编码时间增长不多，特别是在编码帧

数多的情况下，两者编码时间差距较整体编码时间比

例更小。

实验３通过模拟信道效果测试
在测试过程中，进行了基本层数据和增强层数据

分离，分别通过低差错率和高差错率信道进行模拟。

由于基本层数据包的丢失或误码会对视频解码带来严

重影响，在不讨论差错隐藏、控制的前提下，对质量增

强层进行信道误码丢包测试。

实验条件：以实验１中Ｆｏｒｅｍａｎ及Ｂｕｓ序列编码方
案优化前后数据进行测试，带宽限制分别为 ５５０Ｋｂｐｓ
和１２００Ｋｂｐｓ。信道通用实验测试平台采用 Ｗｃｄｍａ模
拟信道测试环境。

本测试验证了本文编码优化方法能够在应用于信

道传输后仍能够带来质量增益的提高。图９及表１给
出了在用户带宽条件下通过码流提取，模拟信道传输

后接收端视频流解码质量比较。数据测试显示编码方

案优化后视频流数据在经过信道的误码丢包，整体性

能依然能够得到提高，而只有少数帧的解码质量由于

码流提取及数据包的丢失较优化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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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接收端视频码流质量比较
Ｆｉｇ．９　Ｖｉｄｅ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表格１　接收端视频码流质量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ｖｉｄｅ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测试序列 序列ＰＳＮＲ均值（ｄＢ） 优化前 优化后

Ｆｏｒｅｍａｎ
率失真优化码流提取方式 ３６２８１７ ３６５２６５

基本码流提取方式 ３５６１８ ３６４０２

Ｂｕｓ
率失真优化码流提取方式 ３２２１５ ３２５７１１

基本码流提取方式 ３１６０８２ ３２０６２３

５　总结

本文以视频流媒体为研究对象，为了解决网络带

宽在一定范围变化且多用户访问情况下的视频编码优

化问题，提出了一种低复杂度的可伸缩视频流媒体编

码方案优化方法。首先分析 ＭＧＳ片层率失真模型，建

立码率与其所占质量百分比间的率失真关系，结合 Ｉ，

Ｐ，Ｂ帧的率失真特性估计出视频流码率；然后结合优

化算法推导出合理编码方式；最后对计算时间复杂度

进行了分析说明。分析结果及实验测试均表明本文提

出的优化方法能够在较低的计算时间复杂度条件下获

得更好的带宽区域视频编解码性能，具有着极强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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