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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博物馆数字IP网络广播系统的构建

刘竹沛

（故宫博物院，北京　������）

摘要：公共广播系统是博物馆不可或缺的一个服务平台，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3网络广

播系统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相比于传统广播系统，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拥有很多优点。故宫博物

院就在文华殿尝试建立了一套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在博物馆行业如果能应用好数字广播技术同时

结合其他数字技术，应该能极大地提升博物馆的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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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公共广播系统是博物馆不可或缺的一个服务平台。传统意义的广播系统建设都是独立的网络，

单独铺设广播线缆，成本很高。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博物馆基本上都建立了一个完善的信

息化网络。那有没有可能把两个网络融合为一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故宫博物院从��世纪��年代

起就开展了广播业务，����年又对原有模拟系统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然而受很多因素的制约现有的

扩声系统依然采用的是模拟传输技术，存在很多局限性。由此引发了我们尝试构建数字,3网络广播

系统的设想。

���数字,3广播系统

���　什么是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

简言之，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纯数字化网络音频广播系统［�］。区别于传

统的模拟广播系统和数控广播系统，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完全兼容现在的互联网或内部局域网，传

输协议为7&3�,3协议，且不需要单独铺设广播传输网络，可利用现有的内部局域网；配备嵌入式的

硬件终端，能够设置独立的,3地址，可通过多层交换机，通过服务器可以任意控制每个终端的设置

和播放，更可以在终端上选择所需的节目内容；由于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之上，系统几乎可以兼

容所有的音频格式，播放的节目内容可以没有任何限制，每个终端可以任意播放需要的节目内容。

可以说，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能够完全取代基于模拟或数字的传统智能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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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的特点

首先就是传输技术先进。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完全基于计算机网络，可通过�类线或光纤传

输，抗干扰能力强，传输损耗低。一条�类线（或一条光纤即可代替多达��条模拟音频线路［�］。其

次是灵活性高。由于定压广播每根线只能传输一套音源，分区采用分区定压输出方式传送音源，极

大限制了终端接听节目的数量。另外每个终端只能每区统一控制，极大限制了部分定点广播需求�

而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博物馆及相关行业广播系统的现状

博物馆行业长久以来多数使用的都是传统的公共广播系统。传统公共广播系统存在很多缺点：

首先是兼容性不好、难于扩展；其次由于采用模拟传输，人工管理的工作方式，传统广播系统易受

环境干扰，多路广播时容易产生串音；传统广播系统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布线采用的是星形拓

扑，这使得布线变得复杂且成本高昂。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外博物馆和国内新建的一些

公共服务场所都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化广播系统，如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北京的奥林匹克国

家网球中心等。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博物馆行业也应大力发展数字化的广播系统。数字化

广播系统至少解决了传统的公共广播系统的以下三个问题：①功率传输线路不仅需要较大的线路截

面，而且不便于实现多路传输（不便于实现线路复用）；②模拟信号不便于实现多点控制，不便于

实现各个终端之间的互动；③现代智能建筑内部要求建立数据网、视频网和声频网，公共广播系统

是声频网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予以数据化，将可以实现三网合一。

���故宫博物院构建数字,3广播系统的尝试

���　故宫博物院传统广播的现状

故宫博物院现有的广播系统软件部分采用的是美国公司的数字媒体矩阵系统，而扩音系统依然

采用的是分区模拟传输技术，覆盖范围主要包括前三殿、后三宫、御花园、西六宫、东六宫及宁寿

宫区域［�］。这两年随着开放区域的增多，尤其是周围没有邻近建筑物的独立院落，传统广播线缆

部署难度大，如文华殿（陶瓷馆）和武英殿（书画馆）。而这两个展馆作为故宫博物院数字化展厅

的试点已经构建了计算机网络。展馆内的中控机房通过光纤与故宫博物院内部局域网相连，这就为

构建数字,3广播系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　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厅尝试案例

文华殿展厅（陶瓷馆）是故宫近几年才向观众开放的一个新展厅，由于展厅的所有展陈设施

是从零开始的，因此有了尝试信息化新技术的可能。文华殿展厅对于广播系统的需求主要是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要有背景音乐的功能；第二，要能定时广播一些设定内容，如闭馆时间广播等；第

三，可以对特定展柜区域的观众进行安全提醒。针对以上展厅广播系统的需求，我们选择的是1&;

网络公共广播系统。该系统是一种全数位式公共广播系统，它的理念是利用计算机的局域网来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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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频信号，由1&;音频终端承担编码和解码任务，每个1&;音频终端都内置了数字集成电路

解码芯片，可以同时提供多路音频信号输入功能。在网络中终端可以进行热插拔，而且只要网络到

达的地方都可以任意增加1&;终端。

1&;网络音频系统具有的优势包括：所有音频信号和控制信号都通过一条网线传输��符合7&3

／,3协议传输�所有的控制都可以在中央主机上实现，触摸屏操作。透过控制系统软件管理员可以

实现1&;网络音频系统的所有的广播和控制功能。系统可在同一时刻对不同的区域播放��种不同的

音乐源，所有音乐源可存储在内置的电脑硬碟内。1&;网络音频系统还具有高度的系统灵活性：

1&;网络音频系统真正的魅力不单是功能的完美无缺，更重要的是它的灵活组合，无论是主机设

备还是终端设备，也无论是超大系统还是其细小的系统，1&;网络音频系统都能以最完美的组合方

式来满足特定的广播需求。系统提供有不同形式的终端供我们配置。我们可以在每个广播点都配置

一个终端，也可以将几个广播点乃至更多的广播配置一个广播分区，还可以将终端和传统的定压功

放主机结合在一起使用，以期达到某些特殊的广播目的。1&;网络音频系统还具有超强的系统稳定

性：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1&;网络音频系统支持如下功能设计：①超静态待机功能，在系统不

作任何广播时，各终端处于超静态待机状态，几乎不耗散功率，既保证了你工作环境的清静，又增

强了各终端喇叭的寿命；②分散式功率分布，1&;网络音频系统将系统的功率分散到各个终端，主

机不再有大功率的消耗；③软硬件的快速自愈功能，系统具备了多重防死机功能，无论是软件还是

硬件，均具有自愈功能，当系统故障时，可通过重开机或重启软件系统的方法修复系统，从而使系

统快速自愈。超强扩展性也是1&;网络公共广播系统的优势：强大的扩展功能是1&;网络音频系

统又一魅力所在。系统的架构建立在基于7&3�,3�这一世界通行的网络传输方式上。对分布式系统

而言，可以在网络的任何位置增加和移去设备而不影响其他设备的性能。这样使客户很容易地就把

系统扩展，不必在网络控制器上增加任何的电子设备。由于这种架构，用户可以在开始阶段先建立

一个小的系统，以后随发展的需要，在已有的网络上加入新的设备，从而形成更大的系统。

文华殿初建于明朝，是大型木构建筑，分为前殿、后殿和中间的穿廓［�］，����年开始作为故

宫陶瓷馆对外开放。展厅总面积约为���P�。陶瓷文物展柜主要分布在展厅四周，展柜后面都设有

网络接口。文华殿网络广播系统由以下两部分组成：1&;�����+网络音频控制软件包和网络音频终

端。我们按照展柜的布局将展厅划分为��个广播区域。每个区域安装有一台网络广播终端并配有扩

音设备。每个广播终端都有独立的,3地址，可任意分组广播，每个广播点都可自行选择广播节目。

我们在展厅的后部设有一个控制台，控制台上装有1&;�����+网络音频控制软件包，可显示每个广

播终端的状态并对其进行操作。配合相应区域的监控系统，广播终端可对附近观众做出安全提醒。

并且文华殿的网络通过光纤与故宫的信息中心机房相连，能远程维护及管理。广播终端兼容几乎所

有03�格式音乐，通过,3无损失传输，不受电磁干扰，高保真音效平衡��立体声&�音质，可以给观

众营造轻松的参观氛围。

���结　　语

故宫文华殿的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的成功尝试获得了很好的反响。由此可见数字,3网络广播系

统较之传统的模拟广播系统有很大的可扩展性、灵活性，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带宽不断

提升，数字化广播系统的应用必将是今后的技术发展趋势。博物馆行业应加快由传统公共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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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数字,3网络广播系统的转变。如果在博物馆行业能应用好数字广播技术同时结合其他数字技术，

应该能极大地提升博物馆的服务水平，从而更好地满足观众个性化、数字化的参观需求。

参 考 文 献

［���］　徐超英��故宫博物院数字化广播��中国博物馆，����（�）�

［���］　郑连章��文华殿一区建筑沿革考��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二辑�������

［���］　刘文捷，陈英，李志涛��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数字化广播系统的设计��智能建筑电气技术，����（�）�

［���］　黄汉贵��上海世博会园区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演艺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