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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职责是确保卫星业务等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合理、平等、有效、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

谱，不受频率范围限制地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议书。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规则和政策职能由世界或区域无线电通信大会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在研究组的支持下履

行。 

知识产权政策（IPR） 

ITU-R的IPR政策述于ITU-R第1号决议所参引的《ITU-T/ITU-R/ISO/IEC的通用专利政策》。专利持有人用

于提交专利声明和许可声明的表格可从http://www.itu.int/ITU-R/go/patents/zh获得，在此处也可获取《ITU-

T/ITU-R/ISO/IEC的通用专利政策实施指南》和ITU-R专利信息数据库。 

 

 

ITU-R 系列建议书 

（也可在线查询 http://www.itu.int/publ/R-REC/zh） 

系列 标题 

BO 卫星传送 

BR 用于制作、存档和播出的录制；电视电影 

BS 广播业务（声音） 

BT 广播业务（电视） 

F 固定业务 

M 移动、无线电定位、业余和相关卫星业务 

P 无线电波传播 

RA 射电天文 

RS 遥感系统 

S 卫星固定业务 

SA 空间应用和气象 

SF 卫星固定业务和固定业务系统间的频率共用和协调 

SM 频谱管理 

SNG 卫星新闻采集 

TF 时间信号和频率标准发射 

V 词汇和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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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BS.775-4*建议书 

带有和无附图的多声道立体声系统 

（ITU-R第130-3/6号课题） 

（1992-1994-2006-2012-2022年） 

范围 

数字电视已在全球普及。在地面和卫星频带已经引入了若干数字电视广播业务。作为这些数字

广播业务的一部分，多声道音频业务用于或已经被规定用于增强正面声音图像的方向稳定性和对空

间现实（环境）的感受。 

ITU-R BS.775建议书建议使用一个通用的多声道立体声系统，该系统带有三个前端声道和两个

后端/旁侧声道以及一个选择性的低频效果（LFE）声道。 

关键词 

多声道音频、单声道、立体声、5.1、2/0声道格式、3/2声道格式、环绕声道、 

低频效果（LFE）、高音扩音器、低音扩音器、子低音扩音器、低通滤波器（LPF）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人们广泛认识到双声道声音系统面临严重的限制，有必要改善其播放形式； 

b) 对影院播放的要求，尤其在空间和屏幕大小以及听众的分布方面，有别于针对于家

庭环境的要求，但是相同的节目可能在影院或家庭环境中得到重放； 

c) 广播高清电视（HDTV）信号和通过其它介质传递的那些信号应该能够提供适当的音

质并进行多种本地扩音器配置，包括与双声道立体声和单声道收听的兼容性； 

d) 对于多声道声音，尽管制作、传输和本地播放关系紧密，但仍希望分别制定要求； 

e) 目前正在研究带有和无附图的多声道声音传输和重放问题及其基本要求； 

f) 同时适用于音频和电视广播的通用多声道声音系统将对听众十分有益； 

g) 为确保系统尽可能通用和实用，可能有必要进行折衷； 

h) 一个兼容广播、电影和录音的声音系统结构有助于根据节目材质不同而进行的节目

交换和上下混合； 

i) 希望看到类似针对视力和听力欠缺者的辅助性业务； 

j) 目前数字音频编码技术的进步支持以有效的方式实现多音频声道， 

建议 

1 带有或无附图的通用多声道立体声系统采用附件1给出的层次结构； 

 

* 应提请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电影与电视工程师学会（SMPTE）注意本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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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参考下文的扩音器配置（见图1）： 

– 三个前端扩音器，结合两个后端/旁侧扩音器（注1）； 

– 在参考收听点将左侧和右侧前端扩音器放置于对角为60的弧线的两侧（注2和3）。 

为获得可用空间，最好将前端扩音器成直线排列，因此有必要在中央扩音器的输入

信号中引入补偿性时延； 

– 应将旁侧/后端扩音器放置于距离中心前端参考点100至120的扇区中。放置位置不

需太精确。旁侧/后端扩音器与听众的距离不应比前端扩音器更近，除非引入补偿性

时延（注4和5）； 

– 理想状态下，前端扩音器的声源距地面的高度应接近于听众双耳的高度。这意味着

应采用声透屏幕。在采用非声透屏幕的情况下，应将中央扩音器直接放置于图像之

上或之下。旁侧/后端扩音器的高度相对并非十分重要； 

3 针对前端的左（L）、右（R）和中央（C）声道和旁侧/后端的左环绕（LS）和右环

绕（RS）声道，使用5个参考录音/传输信号。此外，系统可针对低频效果（LFE）声道采用

低频效果信号，且其使用应考虑到附件7和附件7后附资料1中给出的信息。 

当适用传输容量或其它限制性条件时，可以将LS和RS信号与一个（单环绕，MS）或零

个后端/旁侧信号相结合。在单环绕的情况下，MS信号被输送到LS和RS扩音器中（见图

1）； 

4 在使用提供低频效果声道音频格式的音频或电视节目国际交换中，LFE声道的频段应

限制在其额定频段之内（最高120 Hz）； 

5 包含LFE声道的任何电视节目广播均不得在120 Hz额定割接频率以上发射任何信息； 

6 如有需要，使用附件3给出的方法之一实现与现有的低成本接收机的兼容； 

7 如有需要可采用表2给出的下混合等式，在传输前或接收机端使用减少声道数目的下

混合功能； 

8 如需要增加声道数目，可采用附件5中说明的向上转换方法，在传输前或接收机端进

行向上转换； 

9 整体质量需达到附件2中的要求； 

10 必要时提供下列内容（另见下文第11段）： 

– 替代式多语言主业务； 

– 针对视力欠缺者，采用承载描述性信息的一个或多个独立声道； 

– 采用一个或多个独立声道，为听力欠缺者提供更清晰易懂的信息； 

11 发送除音频以外的更多数据，以利于划分给音频信号的数据容量的灵活使用（见附

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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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扩音器 L/C/R 和 LS/RS的参考扩音器配置 

BS 07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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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作为可选方案，两个以上的后端/旁侧扩音器可能使用偶数配置，这种做法可能形成一个更大

的最优收听区域和更好的笼罩效果。 

注 2 – 最优声音重放需要在两个或三个前端扩音器声道立体声系统的左扩音器和右扩音器之间使用广

角间隔（见图1）。我们认识到，伴随立体声且具有该角宽度的电视图像，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以

相同的广角显示，反而经常被限制在参考距离的33度水平对角上，尽管可能以该种角度显示电影图

像（见图1）。由此造成的图像和声音图像宽度之间的不匹配进一步导致了电影和电视混合技术的差

异。预期更大的电视图像显示屏将促成电影和电视图像显示的混合的更好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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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 – ITU-R BS.1116建议书–对包括多声道声音系统在内的音频系统细微欠缺进行主观评估的方法

将扩音器基座宽度B（见图1）定义为参考收听测试条件。 

注 4 – 如果使用两个以上的后端/旁侧扩音器，应将扩音器在距离中心前端参考点60至150的弧线上

进行对称和间隔相同的排列（见图）。 

注 5 – 如果使用两个以上的后端/旁侧扩音器，应将LS信号发送到空间左侧的每一个旁侧/后端扩音

器，而将 RS信号发送到空间右侧的每一个旁侧/后端扩音器。在此过程中，有必要降低信号增益，从

而使承载LS（或RS）信号的扩音器发射的总功率等于该信号在单一扩音器上重放情况下的总功率。

对于大空间重放，可能有必要拖延信号输送到部分或全部旁侧/后端扩音器的过程，或对其进行解相

关。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解相关。 

图 2 

3/4 扩音器的选择性配置（3个前端和4个环绕） 

BS.07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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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L
C

B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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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LS1 RS1

LS2 R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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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用于广播和录音的兼容性多声道 

声音系统的层次结构 

 

BS 077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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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单环绕的情况下，最好将发送到LS和RS的信号进行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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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基本要求 

下文所列要求与规定的带有和无附图的多声道声音系统有关： 

1) 在大于常规性双声道立体声的收听区域，应将正面声音图像的方向稳定性保持在合

理限值之内。 

2) 应在常规性双声道立体声的基础上极大地增强空间现实（环境）的感受。应通过使

用旁侧和/或后端扩音器实现这一点。 

3) 不要求旁侧/后端扩音器能够放置于前端扩音器范围之外的规定图像位置。 

4) 应保持与声道数目较少的声音系统（少至立体声和单声道声音系统）的向下兼容性

（见附件1、3、4和8）。 

5) 应保证现场广播的实时混合切实可行。 

6) 当传输的信号数目小于重放声道的数目时，应确保向上转换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见附件5）。 

7) 解码后重放的声音的基本音频质量，在主观上应当与大部分类型的音频节目材质的

参考质量无法区分。在隐藏式参考测试中使用三重刺激法，意味着其级别总是高于分为5个

等级的ITU-R缺陷等级表的第四级。至关重要的材质不应低于第四级。有关主观评估和收听

测试条件的内容，请参见ITU-R BS.1116建议书。 

8) 有关客观质量参数的ITU-R BS.644和ITU-R BS.645建议书应作为数字技术的基础。有

关单声道或双声道立体声感知音频质量的客观测量方法，请参见ITU-R BS.1387建议书。

（多声道立体声的客观测量方法目前正由ITU-R进行研究）。 

9) 有关声音和视像信号同步的时间安排，请参见ITU-R BT.1359建议书。 

10) 应在包括成本和传输带宽在内的各个方面实现最为经济的安排。 

11) 有关数字广播音频编码系统的用户要求，请参见ITU-R BS.1548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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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兼容性 

1 与现有接收机的后向兼容性 

如果将现有2/0声道格式扩展为一个3/2的声道格式，目前已确定两种确保与现有接收机

后向兼容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继续提供现有的2/0声道业务并增加新的3/2声道业务。这种方法亦称为联

播。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未来的某一时刻可以终止现有的2/0业务。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兼容性矩阵。表1所示的矩阵等式可以被用于实现与现有接收机的兼

容性。在这种情形下，现有的左侧和右侧发射声道被用于传送兼容的A和B矩阵信号。更多

的发射声道可用于传送T、Q1和Q2矩阵信号。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增加新型业务所需的额外

数据容量较少。 

表 1 

五声道环绕：编码和解码等式 

 

编码等式 

   L R C LS RS   

  A = 1.0000 0.0000 0.7071 0.7071 –0.0000   

  B = 0.0000 1.0000 0.7071 0.0000 –0.7071   

  T = 0.0000 0.0000 0.7071 0.0000 –0.0000   

  Q1 = 0.0000 0.0000 0.0000 0.7071 –0.7071   

  Q2 = 0.0000 0.0000 0.0000 0.7071 –0.7071   

解码等式 

 A B T Q1 Q2  L R C LS RS 

L  = 1.0000 0.0000 –1.0000 –0.5000 –0.5000 =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  = 0.0000 1.0000 –1.0000 –0.5000 00.5000 =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C  = 0.0000 0.0000 01.4142 00.0000 00.0000 =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LS  = 0.0000 0.0000 00.0000 00.7071 00.7071 =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RS  = 0.0000 0.0000 00.0000 00.7071 –0.7071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2 与低成本接收机的向下兼容 

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与复杂性较低的接收机的向下兼容。第一种方法需要采用第1

段所述的矩阵程序，因此一个低成本接收机仅需使用A-和B-声道，情况同2/0系统，即无需

使用后向兼容矩阵的系统。 

第二种方法适用于分立的3/2传送系统。传送的信号按照附件4给出的等式以数字的形式

相结合，从而能够提供所需数目的信号。对于低比特率声源编码信号，可能在解码程序的合

成部分（即最为复杂的部分）之前进行3/2信号的向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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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多声道音频信号的向下混合 

1 3/2声源信号 

表2列出了将3/2系统的五种信号向下混合为1/0、2/0、3/0、2/1、3/1和2/2格式时可能使

用的一系列等式。 

表 2 

3/2声源材质向下混合等式 

单道 – 1/0 格式  L R C LS RS 

C  = 0.7071 0.7071 1.0000 0.5000 0.5000 

立体声 – 2/0 格式  L R C LS RS 

L = 1.0000 0.0000 0.7071 0.7071 0.0000 

R  = 0.0000 1.0000 0.7071 0.0000 0.7071 

三声道 – 3/0 格式  L R C LS RS 

L  = 1.0000 0.0000 0.0000 0.7071 0.0000 

R  =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7071 

C  =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三声道 – 2/1 格式  L R C LS RS 

L  = 1.0000 0.0000 0.7071 0.0000 0.0000 

R  = 0.0000 1.0000 0.7071 0.0000 0.0000 

S  = 0.0000 0.0000 0.0000 0.7071 0.7071 

四声道 – 3/1 格式  L R C LS RS 

L =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  =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C  =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S  = 0.0000 0.0000 0.0000 0.7071 0.7071 

四声道 – 2/2 格式  L R C LS RS 

L = 1.0000 0.0000 0.7071 0.0000 0.0000 

R  = 0.0000 1.0000 0.7071 0.0000 0.0000 

LS =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RS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应当注意，这种向下混合等式（和兼容性矩阵，参见附件3）的整体效果将取决于其它

因素，例如拍摄等式和麦克风特性。建议对这种相互作用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见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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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向上转换 

当制作声道数目小于重放声道时，需要进行向上转换。一个典型示例是双声道立体声节

目（2/0）在3/2重放系统上的播放。 

向上转换会产生广播链上声道“遗漏”的现象。当进行向上转换时，通常应当遵守下文

所列的指导原则，以便节目制作者拥有一个参考配置。这些指导原则不排除接收机生产商采

用更尖端技术的可能性。 

1 前端声道 

1.1 当单声道节目在带有三个前端扩音器的重放系统上播放时，单声道信号应仅在中央

扩音器上播放。当只有两个前端扩音器可用时，单声道信号应在左侧和右侧扩音器同时播

放，其衰减值为3 dB。 

1.2 当立体声节目在带有三个前端扩音器的重放系统上播放时，立体声节目的左侧和右

侧信号应分别仅在左侧和右侧扩音器上播放。 

2 环绕声道 

2.1 当节目中没有环绕信号时，不应激活环绕扩音器。 

2.2 当一个给定的环绕信号在一个以上的扩音器上重放时，应当对每一个扩音器信号进

行解相关。而且，每个扩音器信号应产生适当衰减，从而这些扩音器产生的声压电平之和应

当与给定参考收听位置上输入相同信号时单一前端扩音器的声压电平相一致。 

3 数据声道 

除节目之外，应在特定数据声道上定期发送描述传输模式（发射声道的数目和类型）的

辅助性信息。在接收机端进行向上转换时将需要该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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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补充数据1 

有必要将某些补充数据送达多声道声音接收机，使其能够识别在用的多声道声音配置，

并向扩音器提供所需信号。能够再配置多声道声音系统的隐含含义是指能够灵活地使用现有

的声音声道，从而可以支持种类广泛的应用。 

目前尚未确定有关补充数据（比特率和数据格式等）的详细信息，但已确定了需要在

数据声道中以信号传递的下列应用： 

– 主节目的不同多声道声音配置和向其它配置的转换（例如5声道、3声道、双声道和

单声道）的信令和控制； 

– 指明针对听力有欠缺的听众的特殊声音信号； 

– 指明针对视力有欠缺的观众的特殊声音信号； 

– 指明自成一体的音频节目（SAP）； 

– 传递动态距离控制信息，以便缩短或延伸动态距离； 

– 传递文本业务的字符； 

– 灵活使用划分给音频信号的数据容量。 

 

  

 

1  各主管部门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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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低频效果声道（LFE） 

该选择性声道的用途在于，为高电平的低频能量提供支持。那些拥有足够低频重放能力

的用户，可重新播放出高电平的低频效果。该声道最先由电影业发明用于其数字声音系统。 

在电影业应用中LFE声道带有高电平低频音响效果，并将这些效果输入特定的低频扩音

器（子低音扩音器）。在这种情况下，其它声道承载的低频内容数量受到限制，因此不需要

主扩音器处理这些特殊效果信号。电影主声道承载正常的低频声音信号，而电平达不到如此

之高。所以在用户没有要求特殊效果的情况下，这些声道本身就已足够。这种组合方式的另

一优势在于，LFE声道上的高频信号编码可在不影响主声道编码的情况下得到优化。子低音

扩音器在电影院的使用与家庭设备不同，家庭设备中低音管理用于混合或分离发送给扩音器

的信号，因此既有可能使用子低音扩音器也有可能不使用。 

尽管我们知道选择使用LFE声道的家庭消费者数量可能有限，但同时我们亦认识到

HDTV声音系统的其它应用将更多地选用这一方式。 

但是LFE声道不应在播放多声道声音的过程中承载全部低频内容。LFE声道是接收机端

的一个可选方式，因此应仅承载额外的增强信息。 

（同样，环绕声道应该承载它们自己的低频信息，而不是与前端声道相混合。低频声音

的这种前向混合是接收机端的一个可选方式，旨在降低对环绕扩音器的要求。）LFE声道通

常不包括双声道下行混音。该主声道必须包含观众所需的全部基本节目要素。 

LFE声道应能够处理范围在20-120Hz的信号。使用低通滤波器（LPF）时，应注意群延

迟可能会增加，尤其是级联使用LPF时，可能会降低音质（见后附资料1中的第8段）。 

记录LFE声道按–10 dB的电平偏移，用于多声道声音节目的录音和交换。这个偏移在重

放系统中获得补偿，LFE扩音器的声输出（在其低频通带内）处于对其他声道而言为+10 dB

的电平上，其输入信号电平等于输入每一个L、C、R、LS和RS声道的信号电平。粉红噪声

测试信号旨在以相对于任何其他单独声道+10 dB的声压电平（在LFE声道<120 Hz的通带内）

再现。请注意，由于LFE声道的带宽有限，如果使用宽带声压电平表测量由LFE粉红噪声产

生的声压电平，则仪表读数将不测量相对于其他声道的+10 dB。当使用有频率选择性的仪表

测量时，应在LFE声道的<120 Hz带宽内测量该声道的声压电平+10 dB。对于信号电平与这些

规范相一致的广播应用，相对于重放主信道来说，LFE声道电平应得到10 dB的正数补偿增

益。 

注– 电影业对LFE声道进行编码，从而在重放中需要10 dB的正数增益，DVD-视频的重放电平定为相

对于主信道的10 dB的正数增益。但是对于DVD-的音频或超音频CD的音乐行业目前采用的LFE声道

编码方式，其重放过程中所需的补偿增益为零。 

主声道编码方式不应依赖于LFE声道提供的声遮蔽，但是由于主声道重放声音，LFE声

道编码方式可能进行声遮蔽。 

鉴于大多数电视节目不需要使用高电平的低频能量传送，因此总体而言基本不需要使用

LFE声道。如果节目并不使用LFE声道，那么即使该重播系统无法正确的重播FLE声道，仍

然可以正确的重新播放这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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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本建议书中LFE是指“低频效果”，但在其他标准中它也可能是指“低频改

进”。鉴于多声道音频系统的设计特性以及LFE声道经常被重播系统弃之不用这一事实，应

将此方式视作一种改进 – 且其绝对不是音频节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收听者扩音器（有

时还包括低音扩音器）的频率响应变化很大，特别是在甚低频，因此有时消费者使用的系统

可能无法正确配置。不应尝试使用LFE声道，对错误配置的家用设备的假设特性做出补偿。  

因此，LFE声道最多只能被视为是一种改进，绝对不是混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在

某种特定情况下认为LFE具有优势，那么必须在对整个LFE系统、立体声下行混音、低音管

理和子低音扩音器的工作方式（见后附资料1）有了全面了解的情况下，方可使用。 

家庭广播对LFE声道的需求有限。当主要声道无法复制所需的低频能量时，“5.1”系统

中的LFE声道将十分有用。 

鉴于许多电视和音频节目不需要使用LFE声道，因此对许多节目而言，LFE声道均处于

静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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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的后附资料1（仅供参考） 

 

低频效果声道（LFE）的使用 

1 引言 

目前电视立体声声音广播所使用的数字压缩系统包括一个额外的音频声道，专门用于提

供高电平、低频率的声音效果。这一声道“5.1”中的“.1”，亦称LFE（低频效果改进）声

道。 

人们通常对环绕立体声中“.1”的使用以及其与子低音扩音器之间的关系存在误解，本

附件澄清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阐述了因对他们各自的职能理解不完整，可能会给音频系统带

来的差错。 

鉴于大多数电视节目不需要使用高电平的低频能量传送，因此总体而言基本不需要使用

LFE声道。如果节目并不使用LFE声道，那么即使该重播系统无法正确的重播FLE声道，仍

可正确的重新播放这一节目。 

本附件引用了一些广播经常使用的特定音频编码系统（《Dolby AC-3》和《Dolby 

E》）。引用这些系统仅是将其作为示例，并不意味着推荐或批准使用这些系统。 

什么是子低音扩音器？ 

一部扩音器一般包括两个驱动单元： 

− 高音用扩音器用来复制高频部分； 

− 低音扩音器用来复制低频部分。 

此低音扩音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扩音器所作出的响应扩展到低频部分。为复制低于低音

扩音器范围的频率，可增设一台低音扩音器。 

图3 

配有交叉滤波器的双声道和三声道扩音器 

BS.0775-03

高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高音用扩音器

低音扩音器

子低音扩音器

高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带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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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低频的方向性要弱于高频，因而切实可用的方法是，为多声道扩音器配备一个单独

的子低音扩音器。目前市场上的扩音器系统选择范围很大，其主扩音器的体积较小且低频输

出有限，因此其总体表现有赖于在该系统中加入一个单独的子低音扩音器单元。 

什么是LFE？ 

尽管低频效果声道在其它一些音频系统中也能见到，但其经常会作为“5.1”中的“.1”

在DolbyAC-3中出现。DolbyAC-3低频效果声道（LFE，或“0.1”）旨在提供一个高音效果

声道，如果不使用此声道那么普通声道将会出现过载。LFE所具备的两个特征使其适用于这

一目的：首先其带宽有限，仅有120 Hz，其次其复制时使用了10 dB的增益。DolbyAC-3中的

五个普通声道使用的是完整带宽（从DC到半抽样率）；LFE使用的是部分带宽声道，仅对

有限范围内的频率进行了编码。 

尽管在本建议书中LFE是指“低频效果”，但在其他标准中它也可能是指“低频改

进”。鉴于多声道音频系统的设计特性，以及LFE声道经常被重播系统弃之不用这一事实。

应将此方式视作一种改进 – 且其绝对不是音频节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 使用此低音扩音器扩展频率范围 

鉴于扩音器低频性能的基本物理限制，即“越大越好”，有益的做法是使用单一的大型

扩音器复制低频部分，同时使用若干较小的扩音器来复制高频部分（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

空间信息）。图4展示了增加子低音扩音器所需采取的步骤。为了降低做图的复杂性，仅显

示了两个声道，但同样的原则亦适用于其它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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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增加子低音扩音器和小扩音器共同来复制低频部分 

BS.0775-04

左

右

大扩音器

小扩音器

子低音扩音器

左

右

HF

LF

HF

LF

 

 

在图的上半部分，只是将两个大型扩音器分别与左右的信号相连。图的下半部分展示了

如何能够通过对左右信号的低频部分进行滤波，既降低主扩音器的尺寸，同时又能获得良好

的低频响应。左右声道的高频（HF）被发送至各自的扩音器。左右信道的低频部分（LF）

在合成之后被发送至子低音扩音器。 

要使此类合成达到最佳效果，则必须审慎的将滤波器与扩音器和子低音扩音器产生的频

率响应与滤波器建立对应关系，并仔细的将主扩音器与子低音扩音器的电平进行匹配。 

滤波与信号路由的程序通常被称作“低音管理”或“低音重定向”。这一功能即可由单

独的功能单元（信号处理器）来提供，也可以通过物理的方式将其加入子低音扩音器单元。

有些家用产品依据用户的简单系统设置来控制内置低音管理系统的配置，指出它们已与“小

型扩音器”或“大型扩音器”相连。放大器可用来检测除主扩音器之外是否还连接了子低音

扩音器。最为先进的系统可以通过连接麦克风的方式自动调整其操作，然后再执行一项自动

调整流程（生成并测量测试信号）。 

请注意，子低音扩音器的使用权、选择权和控制权完全在收听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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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LFE声道产生震撼效果 

非常高的低频声音通常用来表达爆炸、爆破或撞击的声音 – 炸弹、火山爆发和地质板块

撞击。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描述给观众带来震撼效果，需要使用低频的高信号电平。 

尽管Dolby AC-3主声道的带宽可以为0 Hz，但产生极度震撼力所需的信号电平，在未经

数字剪辑的情况下无法显示。LFE声道的规范要求在重放时应用10 dB的增益。图5显示了

LFE信号如何能与主声道进行混音并发送至扩音器。应用10 dB的增益以及与主声道进行混

音，必须确保不产生过载。例如，可使用模拟域来实施这一操作。 

图5 

正确的使用配有“大”扩音器的LFE声道 

BS.0775-05

L

R

–6 dB–6 dB

LFE +10 dB

 

 

上图显示了拥有两个主声道和LFE声道的设备，但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单声道（不需要

6 dB的衰减）或使用多个扩音器的系统（如果为所有扩音器的信号均添加了LFE，则需要大

于6 dB的衰减）。 

4 将LFE连接至子低音扩音器 

图6显示的是将LFE声道连接至配有小扩音器系统的子低音扩音器上的情况。这种方式

是错误的。 

相同主声道的低频部分无法通过小扩音器重放，且子低音扩音器将仅获得效果信号

（“改善”），这些信号在其它情况下会造成主声道的超载。尽管重放系统拥有非常出色的

低频重放功能，但主要节目内容中的甚低频部分仍然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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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配有“小”扩音器的LFE的不正确使用。无法重放主声道的低音部分 

 

 

图7所示的“2.1”系统，采用低音管理进行正确配置。主声道的低频部分以及LFE声道

产生的效果，将被指向子低音扩音器。 

图7 

正确的使用LFE和使用配有“小”扩音器的低音管理 

 

 

这种方式看上去比错误方式要复杂许多（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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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家庭设备可能会采用不正确的配置，广播公司可能会尝试在发射前进行预处理。

尽管我们通常认为“两个错误相加并不会产生正确的结果”，但是使用LFE声道和子低音扩

音器的方法值得一试。图8展示了如何在传输前将主声道中的信号加入LFE信号，其假设是

在家庭使用的子低音扩音器中对这些信号进行重放。 

图8 

在发射前进行低音“错误管理”，对家庭中的 

错误配置进行补偿（仅显示了两条声道） 

BS.0775-08

L

R
LFE +10 dB

传输

–10 dB

L

R

 

频率响应的问题，增加了低音管理、LFE声道和子低音扩音器误用问题的复杂性。尽管

图8中展示的处理方式是“错误的”，仍可供部分人使用，但其使用的前提是在频率响应之

间建立正确的匹配关系。如果传输中频段分割滤波器的交叉频率与子低音扩音器和主扩音器

中的响应无法匹配，则会出现漏洞，这既可能是因为内容使用的频率过低而无法在主扩音器

中重放且未被放入LFE，也可能是因为放入LFE中的内容所使用的频率过高，因而无法进行

重放。 

由于扩音器和子低音扩音器的频率响应完全取决于设计者和制造商，因此无法对其做出

假设。 

对LFE声道的错误使用，未能考虑实际生活中立体声广播方面的因素：大多数观众均不

会收听立体声，而这使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向下混音”的问题。 

5 广播环绕立体声的向下混音 

即便是在收听以立体声方式发送的广播时，大多数观众仍然仅使用两个扩音器，这可能

是出于成本或实际安装方面的考虑。这些听众将听到向下混音，中央声道和立体声声道的信

号被混合至设备前方的左右两个声道（受到广播公司音频流元数据的控制）。图9显示了接

收机的处理方式。3 dB的衰减仅是示例，实际值由广播公司进行控制，作为元数据在音频流

中发送。通常，LFE声道并不包括在向下混频之内。（如果将其包括在内，它将很可能给大

部分电视观众使用的小型立体声扩音器造成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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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双声道立体声所使用的“5.1”立体声向下混音通常会弃用LFE声道 

BS.0775-09

L

R

–3 dB–3 dB

Ls

–3 dB–3 dBC

Rs

LFE

LFE未包括在向下混音之内

 

 

有鉴于此，可以从图 10 中看出图 8 所示“双重错误”的最终结果。使用两个扩音器的

观众，无论其扩音器大小，均将得到小扩音器的音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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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如果在发射前应用低音错误管理所得到的最终结果， 

对在“大”扩音器上使用向下混音的观众而言， 

其将得到“小”扩音器的音响效果 

BS.0775-10

L

R

所有低音均被放弃

 

 

广播公司可尝试通过添加第三种错误来对此加以补偿，与其将低频部分从主声道中删除

并将其放入LFE声道内，不如将其复制并把它们放入主声道之内。在使用正确配置的环绕立

体声系统以及低音管理和子低音扩音器方面进行了投资的观众，将收到双倍的成效。 

因此LFE声道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改善，绝对不能被视为是混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建议将LFE作为已在环绕立体声方面进行了投资的观众的一种改善方式，同时假设其它

观众选择只收听质量较低的立体声效果，因为这些扩音器的主声道如果收到较大电平的低频

信号，就会出现过载。就进行信号剪辑的电平而言，问题的严重程度尚未确定，且我们必须

记住不能给收看立体声节目的观众造成其未能收看到完整节目的印象。 

6 Dolby E LFE和Dolby AC-3 LFE 

在节目制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更为微妙的风险。使用Dolby AC-3的广播供应链在节目

制作过程中通常会使用Dolby E，因为这种方式允许利用现有的立体声设备和基础设施来存

储和传递立体声信号。Dolby E声道的频率响应与Dolby AC-3不同。Dolby E LFE声道中可以

放入比Dolby AC-3编码器所用频率更高的内容，而这种方式将更难确定观众是否能够在家收

看到制片人希望得到的效果。即使在制片室对其进行过慎重配置并实施了低音管理，但在放

入Dolby E LFE声道的宽带信号到达观众之前，仍将经过低通滤波。 

从使用Dolby E到使用线性PCM（LFE使用的声道将为全带宽）意味着生成不兼容LFE声

道信号的范围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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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要求 

LFE声道应能够处理范围在20-120 Hz的信号。 

本建议书附件7规定，应给LFE声道记录一个–10 dB的电平补偿，用于多声道声音节目的

录音和交换，该电平补偿在重放系统中弥补。对于信号电平与ITU-R BR.1384建议书相一致

的广播应用，相对于重放主信道来说LFE声道电平应得到10 dB的正数补偿增益。 

注1 – 电影业对LFE声道进行编码，从而在重放中需要10 dB的正数增益，DVD-视频的重放电平定为

相对于主信道的10 dB的正数增益。但是对于DVD-的音频或超音频CD的音乐行业目前采用的LFE声

道编码方式，其重放过程中所需的补偿增益为零。LFE的这一使用方式与本建议书不符。 

主声道编码方式不应依赖于LFE声道提供的声遮蔽，但是由于主声道重放声音，LFE声

道编码方式可能进行声遮蔽。 

在广播中，此可选声道的目的在于为那些选择从频率和电平两个方面扩充重播节目内容

的听众提供支持。这种方式最初由电影业用于其数字声音系统。与主声道相比，这种方式并

未将频率响应降低多少。因此，家庭广播对LFE声道的需求是有限的。只有当5个主要声道

都进行过剪辑后，“5.1”系统中的LFE声道系统才有必要激活。 

在电影产业中，LFE声道承载有高电平、低频的音响效果，旨在为特定的低频扩音器

（子低音扩音器）提供输入信号。这与家用设备完全不同，家用设备中的低音管理被用于混

音或分离发送给扩音器的信号，其中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子低音扩音器。 

只要低音管理的配置合理，那么对使用低音响应的扩音器系统而言，子低音扩音器就是

一个有益的附加设备。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设备与LFE声道没有任何关系。子低音扩音器将与

低音管理系统连接，而非LFE声道。来自主声道的低音部分既可以被加入LFE信号，然后将

混音发送至子低音扩音器，或者也可以将LFE信号添加至主声道并将混合后的信号提供给主

扩音器。LFE与子低音扩音器的直接连接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扩音器、所有子低音

扩音器和所有低音管理系统的频率响应（和总体增益）均可实现互操作。这一假设明显是错

误的。尽管人们认识到选择使用LFE声道的家庭用户数量可能有限，但人们同样认识到其它

高清电视（HDTV）的声音系统可能会使用这一方案。 

对LFE声道的使用很可能会产生操作和配置问题。当人们对这两者的职能存在误解时，

使用子低音扩音器将使问题变的更加复杂。不应使用LFE声道尝试对错误配置的家庭设备的

假设属性做出补偿。 

人们喜好使用立体声向下混音而不愿意使用环绕立体声扩音器系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

性。在这种情况下，所有LFE声道的内容均被放弃。主声道中必须包含观众需要使用的基本

节目要素。 

LFE声道不得用于多声道声音传送的整个低频部分。LFE声道只是接收机端的一种选

项，因此只能承载额外的改善信息。 

（与此类似，环绕声道应当承载其自身的低频信息，而非通过混音输入前声道。低频声

音的向前混音是接收机端的一种可选方案，用于降低环绕扩音器的要求。） 

大多数电视和无线电节目不需要使用LFE声道。因此对许多节目而言，LFE声道将呈静

默状态。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使用LFE具有优势，那么只有当用户对整个LFE系统，立体声向

下混频、低音管理以及子低音扩音器的工作方式有了全面了解的情况下，方可使用这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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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此鼓励音频接收机和电视接收机的制造商就其音频系统的合理配置，为客户提供

明确的指南，这样当“5.1”音频格式可在广播节目中使用时，消费者便能充分享受到这一

格式所带来的益处。 

在可行的情况下，消费者必须意识到，其音频系统中包括一个子低音扩音器，且与该子

低音扩音器的连接需要通过合理配置的低音管理系统来实施。 

8 低通滤波器的影响（LPF） 

低通滤波器（LPF）通常用于广播链，如图11所示。低通滤波器（LPF）的级联使用增加了

群延迟（见图12）并且如此大的群延迟可能会降低声音质量。还应注意，配备内置放大器的

LFE扩音器有相对较大的群延迟，如图13所示。 

图11 

LPF在广播链中的可能级联使用 

 

图12 

串联低通滤波器的群时延特性 

 

  

经常使用LPF 

偶尔使用L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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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LFE扩音器的振幅和群延迟特性示例 

 

  

群延迟特性 

迟
延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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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兼容性矩阵和向下混合 

附件3描述后向兼容和向下兼容方法。附件4说明了针对3/2声源材质的向下混合等式。 

但是我们认识到，根据不同节目材料类型，LS/RS环绕信号需要替代式的向下混合系

数。 

广播者应指明以下四个替代式环绕信号向下混合系数： 

0.7071 

0.5000 

0.0000 

预留 

应发送补充数据以说明应采用的系数。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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