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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语音、视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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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
无障碍获取性

全民 

通信机会

新兴技术的 

      无障碍获取性
下一代网络（NGN）等新兴网络和技术必须从一开始就考
虑到无障碍获取性。在规划、研发、设计和推广电信设备
和服务时，开发商应考虑到具有特殊需求的人群，以确保
他们能够像普通大众一样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ICT）。

简而言之，让最大多数人享用ICT极具商业意义。随着婴
儿潮市场的不断变化和人们预期寿命的普遍延长，越来越
多的人发现自己具有听力、视觉或其它障碍。因此，越来
越有必要认识到目前和未来无障碍获取的必要性。

第16研究组与ITU-T其他研究组共同开展无障碍获取研究，
并于最近制定了一份检查表，帮助标准制定者将无障碍获

取的必要性纳入其建议书的考虑范畴。

新兴技术的实力

下一代网络（NGN）的工作自初期阶段就确定了“全民设
计”的原则。第16研究组概要介绍了而且NGN规范第一版
引证了无障碍获取的必要性。

IPTV需要为聋人和听力障碍人士提供字幕和为盲人提供
现场实时语音说明，以实现其无障碍接收。未来的标准化
工作必须顾及到这些需求。

无障碍获取的必要性对于家庭网络联合协调行动组和第 
4、9、15、16和17研究组从事的家庭网络标准研究工作非
常重要。

无障碍获取的重要性对于第9研究组负责的有线电视工作
也十分重要。

射频识别（RFID）是国际电联参与的另一项新兴技术工
作。虽然RFID应用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但可以设想出现以
下情况：有无障碍获取需求和RFID标签的人来到电话旁，
该电话的RFID读取器认出他是一个聋人并作出必要调整。

国际标准对于普遍采用这类应用至关重要。

什么是 

      全面对话？
全面对话是ITU-T F.703建议书包括的国际电联业务描述，

涉及具有实时文本的视频电话。

全面对话服务是一种在两个或更多地点的用户之间提供动

态视频、文本和语音双向对称实时传送的音像对话服务。

上述实时文本与即时消息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每次都

对一个字符进行双向传输，使用户具有实时交流感，犹如

通过IP传送流式媒体的语音或视频系统。这一概念旨在为

所有人和不同情况提供富媒体实时对话，其中包括但不限

于具有某种残疾的人们，如聋人或听力障碍者、盲人等，

还有那些视频和实时文本等补充媒体以及语音能够比仅利

用语音更好地满足对话需求的人们。

无障碍获取指导原则

为向标准制定者提供一般性指导原则，ITU-T第16研究组

编写了有关电信无障碍获取指导原则的F.790建议书，以

强化各类电信设备、软件和相关电信服务的规划、开发、

设计和推出，旨在提高老年人和永久或暂时残障人士的无

障碍获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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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获取性和 
标准化
电信和信息技术用户处理信息和控制其表达的能力不同。

这些差异源自文化和教育背景以及与年龄相关的官能局

限、残疾及其它自然原因。

全社会都可受益于无障碍获取标准化工作，因为人们可能

会因为身体、环境（如嘈杂环境中的电话呼叫）或文化 

（如口头语言多样性）的条件而永久或暂时残疾。此外，

我们都会变老并失去我们现在理所当然具有的能力，从而

壮大可能受益于无障碍获取通信的群体。在这些情况下，

全民对话概念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通过采用实时文本交

流方式，适用于不借助手语的聋人或有听力障碍的群体。

标准化使不同厂家的设备和服务实现全球连接。ITU-T无
障碍获取活动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新近制定的标准包括的必

要内容，能够提供可供人们使用的能力最为广泛的服务和

特性。标准介绍了设备间的互动方法，并为服务全民的媒

体确定了必须达到的质标。标准还制定了向残疾人提供媒

体的使用方法，因此对提供普遍服务至关重要。

ITU-T 
第16研究组的作用
作为负责泛在和多媒终端系统及应用的牵头研究组，研究

无障碍获取标准化的ITU-T第16研究组推广全面对话概念，

旨在确保全球社会各界都可平等利用通信和在线信息。这

项工作围绕有关“多媒体系统和业务的无障碍接入”的 

第26/16号课题，继续利用V.18建议书（关于多功能文字电

话的ITU-T建议书）开展于1990年开创的ITU-T有关无障碍

获取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在很多情况下，这项与其他团体紧密合作开展的工作侧重

于将有关无障碍获取的章节纳入第16研究组以外编写的建

议书。大部分Q.62工作旨在将全面对话概念程序纳入视频、

文本和语音电话服务的开发工作。

无障碍获取检查表

第16研究组发布的一篇技术论文附有供标准制定者使用的

电信无障碍获取检查表，以确保满足耳聋和耳背等ICT获
取能力有限者的需求。专家指出，该表有助于确保及早考

虑到无障碍获取需求，而不是不得不修改现有标准。

ITU-T第16研究组有关无障碍获取的建议书

 • V.18就文字电话的统一做了规定

 • T.140详细介绍了文字对话的一般性表达协议

 • T.134详细介绍了T.120数据会议环境中的文字对话使用
方法

 • H.323附件G定义了H.323分组多媒体环境中的文字 
对话

 • H.248.2使PSTN文字电话和IP及其它网络的实时文本得
到桥接

 • H系列增补1提出了用户关于手语和唇读的视频通信 
要求

 • F.790提供了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无障碍使用电信的指南

综合无障碍获取章节的 
建议书

 • F.703对提供实时文本、视频和音频通信的全面对话和
文字电话服务的定义

 • F.700对实时会话媒体的定义

 • 将有关实时文字会话的H.320纳入ISDN多媒体

 • H.224关于ISDN多媒体环境中的实时文本传送的章节

 • V.8关于目前就文字电话进行磋商的章节

 • V.8 bis关于当前就文字电话进行磋商的章节

 • V.250有关V.18调制解调器控制的章节

 • 将有关实时文字会话的H.324纳入电路交换多媒体

 • H.245关于处理H.324和H.323多媒体环境中实时文本
连接的章节

 • 将T.120的实时文本纳入数据会议

 • T.124关于处理T.120环境的实时文字会话的章节

 • G.168有关文字电话呼叫中的回声抑制测试的章节

 • F.724有关服务描述中的无障碍获取媒体附加成分和经
IP网络传送的视频电话服务的要求的章节

 • F.733有关IP传送的多媒体会议服务的无障碍获取媒体
附加成分的章节

 • F.741关于服务描述的无障碍获取媒体附加成分和音像
点播服务的要求的章节

 • F.742有关服务描述的无障碍获取媒体附加成分和远程
教学服务的要求的章节

 • 将语音频道数据网关程序的文字电话考虑纳入V.152

 • Y.2000系列增补1 NGN版本1范围中的无障碍获取规定

 • P.370有关助听器与电话连接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