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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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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晰度电视声音识别与校准信号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清晰度电视节目制播、传输链路测试中需要的音频识别与校准信号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高清晰度电视节目的制作、交换、播出和传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Y/T 192—2003  数字音频设备的满度电平 

GY/T 313—2017  高清晰度电视节目录制规范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GLITS  格氏校准识别音调序列（Graham’s Line up Ident Tone System） 

BLITS  布莱克莱恩环绕声校准识别音调序列（Black and Lane’s Ident Tones for Surround） 

4 技术要求 

4.1 立体声识别与校准信号 

4.1.1 信号类型 

双声道立体声测试信号。 

4.1.2 信号视频示意图 

立体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示意图见图1，内容位置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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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立体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示意图 

 

图2  立体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 

立体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图示说明见表1。 



GY/T 331—2020 

3 

表 1  立体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图示说明 

序号 信号图示 备注 

1 高清 100%彩条  

2 Timing Circle 信号 见附录 A 中 A.2 

3 黑色十字闪现  

4 信号格式  

5 Scroll Bar 信号 奇数声道为红色色块，偶数声道为绿色色块，见 A.4 

6 使用域 由用户自定义键入 

7 信号类型  

8 声道内容  

9 延时量区间  

10 时间码  

4.1.3 信号声道内容 

4.1.3.1 声道内容信息 

声道内容信息包含识别信号、校准信号和声画同步测试信号三部分（见图3）： 

a) 识别信号：该声道的英文语音播报内容为： 

1) CH1：Complete Mix Left Channel； 

2) CH2：Complete Mix Right Channel； 

3) CH3：International Sound Left Channel； 

4) CH4：International Sound Right Channel。 

b) 校准信号：CH1至 CH4均为频率 1k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 

c) 声画同步测试信号：GLITS信号，见 A.1。 

4.1.3.2 声道内容示意图 

立体声识别与校准信号声道内容示意图见图3。 

 

 

图3  立体声识别与校准信号声道内容示意图 

4.1.4 信号使用方法 

信号以28s为一个周期循环播放。测试采用先识别后校准的顺序进行，完成各声道的识别与校准后进行

声画同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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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至CH4依次进行识别与校准，每个声道测试时间持续4s，前2s为识别信号，后2s为校准信号，完整

的识别与校准过程持续16s（0s～16s）。 

四个声道按照奇偶声道两两配对，同时以三个周期的GLITS信号与Timing Circle信号，以及Scroll Bar

信号为参考，进行声画同步测试，测试过程持续12s（16s～28s），见附录A。 

4.2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 

4.2.1 信号类型 

八声道环绕声测试信号。 

4.2.2 信号视频示意图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示意图见图4，内容位置图见图5。 

 

 

图4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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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图示说明见表2。 

表 2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图示说明 

序号 信号图示 备注 

1 高清 100%彩条  

2 Timing Circle 信号 见 A.2 

3 黑色十字闪现  

4 信号格式  

5 Scroll Bar 信号 奇数声道为红色色块，偶数声道为绿色色块，见 A.4 

6 使用域 由用户自定义键入 

7 信号类型  

8 声道内容  

9 延时量区间  

10 时间码  

4.2.3 信号声道内容 

4.2.3.1 声道内容信息 

声道内容信息包含识别信号、校准信号和声画同步测试信号三部分（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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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识别信号：该声道的英文语音播报内容为： 

1) CH1：Left Channel； 

2) CH2：Right Channel； 

3) CH3：Center Channel； 

4) CH4：Low Frequency Effects Channel； 

5) CH5：Left Surround Channel； 

6) CH6：Right Surround Channel； 

7) CH7：Complete Mix Left Channel； 

8) CH8：Complete Mix Right Channel。 

b) 校准信号：依据BLITS信号，CH1和CH2为频率880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CH3为频率1320Hz、

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CH4为频率82.5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CH5和CH6为频率660Hz、

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CH7和CH8为频率1k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此时CH1至CH6为

频率2kHz、幅度-26dBFS的正弦波信号，参见附录B。 

c) 声画同步测试信号：GLITS信号，见A.1。 

4.2.3.2 声道内容示意图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声道内容示意图见图6。 

 

 

图6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声道内容示意图 

4.2.4 信号使用方法 

4.2.4.1 概述 

信号以44s为一个周期循环播放。测试采用先识别后校准的顺序进行，完成各声道的识别与校准后进行

声画同步测试。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使用说明，参见附录B。 

4.2.4.2 使用立体声与环绕声分离制作的方式 

CH1至CH8依次进行识别与校准，每个声道测试时间持续4s，前2s为识别信号，后2s为校准信号，完整

的识别与校准过程持续32s（0s～32s）。 

八个声道按照奇偶声道两两配对，同时以三个周期的GLITS信号与Timing Circle信号，以及Scroll Bar

信号为参考，进行声画同步测试，测试过程持续12s（32s～44s），见附录A。 

4.2.4.3 使用环绕声下混立体声制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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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至CH6依次进行识别与校准，每个声道测试时间持续4s，前2s为识别信号，后2s为校准信号（0s～

24s），并同时完成七、八声道的识别，七、八声道的校准信号为频率2k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25s

～32s）。 

八个声道按照奇偶声道两两配对，同时以三个周期的GLITS信号与Timing Circle信号，以及Scroll Bar

信号为参考，进行声画同步测试，测试过程持续12s（32s～44s），见附录A。 

注：下混计算衰减量：Left Channel和Right Channel衰减0dB，Center Channel衰减3dB，Left Surround Channel和

Right Surround Channel衰减3dB，Low Frequency Effects Channel信号不进行downmix计算。 

4.3 多语种应用识别与校准信号 

4.3.1 信号类型 

八声道多语种应用测试信号。 

4.3.2 信号视频示意图 

多语种应用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示意图见图7，内容位置图见图8。 

 

 

图7  多语种应用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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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多语种应用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 

多语种应用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图示说明见表3。 

表3  多语种识别与校准信号视频内容位置图图示说明 

序号 信号图示 备注 

1 高清 100%彩条  

2 Timing Circle 信号 见 A.2 

3 黑色十字闪现  

4 信号格式  

5 Scroll Bar 信号 奇数声道为红色色块，偶数声道为绿色色块，见 A.4 

6 使用域 由用户自定义键入 

7 信号类型  

8 声道内容 由用户自定义键入 

9 延时量区间  

10 时间码  

4.3.3 信号声道内容 

4.3.3.1 声道内容信息 

声道内容信息包含识别信号、校准信号和声画同步测试信号三部分（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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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识别信号：该声道的英文语音播报内容为： 

1) CH1：Channel One； 

2) CH2：Channel Two； 

3) CH3：Channel Three； 

4) CH4：Channel Four； 

5) CH5：Channel Five； 

6) CH6：Channel Six； 

7) CH7：Channel Seven； 

8) CH8：Channel Eight。 

b) 校准信号：持续2s的频率为1k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 

c) 声画同步测试信号：GLITS信号，见A.1。 

4.3.3.2 声道内容示意图 

多语种应用识别与校准信号声道内容示意图见图9。 

 

 

图9  多语种应用识别与校准信号声道内容示意图 

4.3.4 信号使用方法 

信号以44s为一个周期循环播放。测试采用先识别后校准的顺序进行，完成各声道的识别与校准后进行

声画同步测试。 

CH1至CH8依次进行识别与校准，每个声道测试时间持续4s，前2s为识别信号，后2s为校准信号，完整

的识别与校准过程持续32s（0s～32s）。 

八个声道按照奇偶声道两两配对，同时以三个周期的GLITS信号与Timing Circle信号，以及Scroll Bar

信号为参考，进行声画同步测试，测试过程持续12s（32s～44s），见附录A。 

4.4 识别与校准信号质量要求 

应保证识别校准信号的质量，包括信号的完整度、电平的幅度范围、声画同步统一。 

5 识别与校准信号使用要求 

使用识别与校准信号的视音频系统应满足GY/T 192—2003中对满度电平值的要求。 

使用识别与校准信号的视音频系统应满足GY/T 313—2017中对音频录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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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识别与校准信号定义 

A.1  GLITS信号 

GLITS信号：左右声道均使用1kHz正弦波信号，以4s为一个周期，左声道信号每4s中断375ms，右声道

信号在左声道信号中断结束375ms之后，中断375ms，恢复375ms，再中断375ms。 

GLITS信号声道示意图见图A.1。 

 

 

图A.1  GLITS信号声道示意图 

A.2  Timing Circle信号 

Timing Circle信号：在测试信号画面上显示圆环，在圆环上一个红色色块和两个绿色色块以固定速度

沿圆环持续运动，当红色色块到达相应位置时，画面中心出现黑色十字。 

Timing Circle信号视频示意图见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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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Timing Circle信号视频示意图 

A.3  GLITS信号与Timing Circle信号的对应关系 

GLITS信号在奇数声道中断的起始点和黑色十字同步发生，红色色块与绿色色块以固定速度沿圆环持续

运动，当红色色块起始部分到达相应的位置，或绿色色块起始部分到达相应位置，和GLITS信号的中断点精

准对位，表明声画已同步。此对应关系每4s重复一次。 

GLITS信号与Timing Circle信号对应关系图见图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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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GLITS信号与Timing Circle信号对应关系图 

A.4  Scroll Bar信号 

Scroll Bar信号：红色和绿色色块（红色色块代表奇数声道，绿色色块代表偶数声道）在一个滚动条

上沿着同一方向持续在一个设定区域内反复滚动，通过测试信号声音发生中断时色块的位置判定声画同步

情况。 

滚动条区域为1s时长，在该区域内设定了4个不同延时量的标记：-20ms、-45ms、60ms和125ms，同一

个周期内，测试信号声音配合黑色十字第一次发生中断时，通过滚动条上色块所在的位置，可判定视音频

之间的相对延时量（红色块位于最左端表示声音超前画面500ms，位于“0”标记位置表示声画同步，位于

画面最右端表示声音滞后画面500ms）。 

Scroll Bar信号视频示意图见图A.4。 

 

图A.4  Scroll Bar信号视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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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使用说明 

B.1 概述 

考虑到环绕声识别与校准信号可在两种不同的制作方式中同时使用，为保证信号制作的一致性及完整

性，因此该信号的使用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B.2 信号使用说明 

B.2.1 使用立体声与环绕声分离制作方式 

视频系统使用同一视频播放源，音频采用立体声与环绕声分离的方式进行制作。立体声与环绕声分离

制作方式示意图见图B.1。 

该场景下，在一个信号周期内，0s～24s识别与校准信号仅用于环绕声制作系统测试，24s～32s识别与

校准信号仅用于立体声制作系统测试，32s～44s识别与校准信号可同时作用于两套系统进行测试。 

 

 

图B.1  立体声与环绕声分离制作方式示意图 

B.2.2 使用环绕声下混立体声制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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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系统使用同一视频播放源，音频采用环绕声下混立体声的方式进行制作。环绕声下混立体声制作

方式示意图见图B.2。 

该场景下，在一个信号周期内，0s～24s识别与校准信号用于环绕声制作系统测试的同时，可进行立体

声通路（CH7、CH8声道）的识别，24s～32s识别与校准信号仅用于立体声通路（CH7、CH8声道）的识别与

校准测试，32s～44s识别与校准信号用于系统的声画同步测试。 

 

 

图B.2  环绕声下混立体声制作方式示意图 

采用4.2.4.3注的下混计算衰减量，在一个信号周期内，下混立体声通路（CH7、CH8声道）的内容呈现

为： 

——0s～2s  CH7声道内容为Left Channel、CH8声道内容为空； 

——2s～4s  CH7声道内容为频率880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CH8声道内容为空； 

——4s～6s  CH7声道内容为空、CH8声道内容为Right Channel； 

——6s～8s  CH7声道内容为空、CH8声道内容为频率880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 

——8s～10s  CH7声道内容为Center Channel、CH8声道内容Center Channel； 

——10s～12s  CH7声道内容为频率1320Hz、幅度-23dBFS的正弦波信号、CH7声道内容为频率1320Hz、

幅度-23dBFS的正弦波信号； 

——12s～14s  CH7声道内容为空、CH8声道内容为空； 

——14s～16s  CH7声道内容为空、CH8声道内容为空； 

——16s～18s  CH7声道内容为Left Surround Channel、CH8声道内容为空； 

——18s～20s  CH7声道内容为频率660Hz、幅度-23dBFS的正弦波信号、CH8声道内容为空； 

——20s～22s  CH7声道内容为空、CH8声道内容为Right Surround Channel； 

——22s～24s  CH7声道内容为空、CH8声道内容为频率660Hz、幅度-23dBFS的正弦波信号； 



GY/T 331—2020 

15 

——24s～32s  CH7声道内容为频率1kHz、幅度-20dBFS的正弦波信号、CH8声道内容为频率1kHz、幅度

-20dBFS的正弦波信号。 

0～24s  CH7和CH8的电平不作为校准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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