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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視訊隨選系統是一種由使用者所主導的視訊

選擇系統，使用者可以依據個人喜好選擇任何的
視訊節目。現今一般視訊隨選系統大多安裝在一
般桌上型電腦上，但由於體積笨重，行動上不方
便，而且不能輕巧攜帶。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
提出以視訊隨選為主題，配合嵌入式系統客制化
特性，並結合無線網路的傳輸開發一套可攜式的
視訊隨選系統手持裝置，讓出門在外也能享受到
相同的服務。

在本文中，我們將介紹視訊隨選系統的架構
及伺服/客戶端具備的功能和其他應用。並說明如
何使用嵌入式平台，以及系統與程式建構和移植
方法。最後以實作方式呈現系統功能並說明結果。

關鍵字：視訊隨選系統、嵌入式系統、
無線網路、手持裝置

1. 緒論
1.1 前言

由於一般常見的視訊隨選系統無論是在商業
版或是學術界實驗室以及學校圖書館所使用的，
使用上必須是在一般桌上型電腦上。這樣系統的
架設方法較為普遍和容易，是透過網頁伺服器與
配合像 ASP、PHP、JSP，再結合資料庫系統而成，
但桌上型電腦體積大笨重在行動上不方便，雖然
有行動電腦替代，但又還不夠輕巧，不方便手持
使用。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希望在手持裝置上
像是 PDA 上開發專屬的視訊隨選的系統，讓未來
出門在外也能享受到這樣的服務。就如同幾年
前，如果想要聽個音樂 MP3，只能在個人電腦上
撥放收聽，但最近只需要一支具有 MP3 Player 的
隨身碟或是最近熱門的 MP3 手機，就可以同樣達
到撥放 MP3 音樂的功能。同樣的道理，相信這樣
的開發模式符合未來產品的趨勢，所以在本文中

提出了一套視訊隨選系統，且透過嵌入式系統實
現。另外，也發展出其他相關功能，再搭配無線
網路的傳輸，整合成一套多功能行動的手持裝置。

2. 嵌入式系統開發
在系統開發平台方面，我們採用 StrongARM

SA1110 微處理器實驗板，並採用連結式規劃方式
開發。於規劃中，目標板和主機會一直被實體的
纜線連結在一起。此連結的纜線通常是一條序列
纜線或是一條 Ethernet 連結。此規劃的主要特色
是，目標板與主機之間並未用到實際的硬體儲存
裝置欄轉移資料，所有資料的轉移都是經由連結。

連結式規劃是最常見的架構，實體連結還可
以做除錯之用，較常見的規劃是使用另一條連結
做除錯之用。在此開發平台中我們同時使用
Ethernet 和 RS-232 的連結方式，Ethernet 連結目
的是用來下載可執行檔、核心、根檔案系統以及
其他可得利於主機與目標板間快速資料傳輸的大
型項目；而 RS-232 連結目的則用於除錯。

圖一、系統開發架構圖。



如圖一所示，主機包含了跨平台開發環境，
而 目 標 板 則 包 含 了 適 當 的 開 機 載 入 程 式
(Bootloader)、可用的核心，以及最起碼的根檔案
系統(Root Filesystem)。

3. 系統架構與功能介紹
3.1 系統架構

圖二、系統架構圖。
視訊隨選系統主要由三個部分所組成：視訊隨選
伺服器(VoD Server)、傳輸網路(Transport Network)
和使用者端(End User)，其架構如圖二所示。

平台中除了開發平台本身以及所附帶的相關
週邊的硬體驅動程式具備外還有必須編譯一個適
合在平台中執行的作業系統核心 (OS Kernel)一併
先建構在平台上，接者下來我們才能把應用程式
部分與所需的工具程式經由跨平台編譯移植到平
台上，作為程式開發使用，我們以一張方塊圖可
以清楚的了解完整的軟體架構並且模組程式之間
的配置與關係圖[5][10]，如圖三。

圖三 平台系統軟體架構圖

在伺服器端方面，是使用一般 PC 架設一個
VOD server，並透過網路線連接至無線基地台
AP，讓server能採用無線傳輸的功能。其中 VOD
server 的規格如下 :

Server

主機

P4 –2.4G , 512 MB RAM ,

80 GB HD

Wireless AP D-Link DI-714P+

作業系統 Red hat Linux 9.0

Codec vlc-0.6.2

資料庫 MySQL 3.23.54

傳送方式 Streaming

支援格式 MPEG-1

表1 VOD伺服器規格

在視訊隨選系統常用一個特別播放方法，就
是在傳輸影片媒體時所採用的技術為串流
(Streaming)播放方式，所謂串流技術乃利用複雜的
存取及傳送技術，讓使用者不必接收完整的檔案
前，就可先行播放連續性媒體影音檔案，而串流
品質取決於頻寬 ; 主要是可以讓影音資料能在下
載時，同時作撥放的技術，不用透過先下載的方
式到電腦之後再進行撥放，其特性是，連續性媒
體資料可以拆成一個一個單位的封包在網路上傳
送，且用戶端一收到封包就可以立即播放[11]。這
個方式需要較大頻寬但相對地可減少大量的硬碟
容量。除此之外，因為使用者沒有將檔案完全的
拷貝至其硬碟，所以版權的問題也較少。另外，
由於在讀取影音資料時不需整個下載，所以這種
技術非常適合用於嵌入式系統上彌補因儲存裝置
不足的缺陷。目前由於開發平台受限的關係，播
放的視訊影片格式，僅支援到 MPEG-1標準，傳
輸速度為 1.5 Mbps，每秒 30 個frame。

3.2 使用端功能
視訊隨選乃是一種由使用者主導的視訊選擇

系統。所謂使用者主導乃指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
主動地選擇需要的視訊節目，此種系統打破了傳
統視訊節目在使用上的被動性，時間上的限制，
空間上的局限，以及低度選擇性。其主要的應用
在於遠距教學，影片觀賞，學校教學及圖書館媒
體存取。在客戶端點選所要觀看的視訊影片，接
著通知視訊伺服主機(VOD Server)需回應客戶端
的要求，然後即時的接收使用者選取的影音資
料，解壓縮後播放。除了視訊隨選 (Video on
Demand；VOD)還包括 : 數位錄影 (Digital Video
Recorder；DVR)、遠距教學、及個人化互動廣告
與電視商務…等先進服務，數位互動視訊服務將
大幅改變人們日常娛樂及教育之型態[12]。



關於視訊隨選(Video On Demand, VOD)功
能，系統在建構技術上是採用網際網路協定上的
技術，前半段採用 TCP 方式讓 client 端與
server 端建立連線後，並會員資料確認後，使用者
依據所選的影片片段提出要求，之後進入後半段
實際的傳送視訊動作，其主要所使用的通訊協定
為 RTP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即時傳輸協
定與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 使用者資料
段協定，使用者端在提出影片要求後，就必須做
出等待接收伺服器端所傳送過來的視訊影片準
備。何謂即時傳輸，一般定義為忽略傳輸延遲，
即時傳輸意味著資料的產生與使用幾乎是同時
的。換言之，送出者產生資料，透過網路傳送，
而接收者收到後使用。通常當接收者正常使用收
到的資料時，下一部分所需的資料即在產生之階
段，不過一般即時傳應用都傾向於實現在傳輸
層，在即時傳輸系統中，如果有封包遺失或損壞，
能做的就是忽略掉這個封包。重送會造成時間標
記(Timestamp) 與播放的困擾。今日的多媒體技
術，在聲音或影像訊號內提供了不少多餘的訊
息，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忽略掉遺失的封包，在接
收端或許根本不會注意到。即時傳輸協定(RTP)是
設計來處理網際網路上的即時傳輸作業，RTP 沒
有傳輸的機制(如:群播(Multicasting)、通訊埠(Port
number)，所以必須與UDP一同使用。UDP 比較適
合即時多媒體傳輸，UDP支援 multicasting，沒有
重複的機制以及timestamp 、序號或混合機制，因
此想要使用UDP並同時提供UDP沒有的功能，我
們可以合併使用UDP 與 RTP，這樣就可以在網際
網路上支援即時傳輸[13]。

系統中除了視訊隨選、網路電視外，並在伺
服器端連接一個視訊攝影機將現場擷取的畫面傳
遞到使用者端，這樣子就可以達到現場直播功
能，直接傳送即時畫面，把第一手的資訊畫面呈
現出來。另外，本系統也有播放內建 MP3 功能。

3.3 伺服端功能
在伺服器方面，我們建構出一個能認證使用

者資料的管理機制與服務系統。讓伺服器除了提
供使用者點選影片外，也能夠掌握使用者資訊紀
錄。我們增設了資料庫系統(MySQL)，實現會員認
證的功能，並能更進一步紀錄使用者在伺服器登
入與登出系統的時間，以及紀錄使用者在上一次
使用視訊隨選系統時所點選的片段紀錄。

4. 系統實作
我們採用 TCP/IP 協定並在 Linux 上開發伺服

器程式。程式主體架構是採用 TCP Client-Server
模式，透過 Socket 網路程式來實現隨選互動功能。
此外，並利用 Qt/Embedded 開發 GUI 介面並結合
資料庫程式，完成整個系統的開發。最後再載入

開發板中，配合無線網路傳輸，達成行動式目標。
以下就列出幾張快照圖做為說明。首先，我們把
GUI 程式移植到平台上，如圖四。接著，輸入伺
服器 IP 位址取得連線，再會員登入認證，如圖五。
完成上述步驟後已取得系統的使用權，便可根據
使用者的意願選擇所想要的片段收看，如圖六。
選取確認後立即接收伺服端所傳來的影片節目，
結果如圖七所示。

圖四

圖五

圖六
在網路電視部份，登入方式如同隨選功能，可選
不同頻道接收播放(圖八)，結果如圖九。另外，



MP3 功能與兩個簡易遊戲，則如圖十、圖十一、
圖十二所示。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5. 結論與未來工作
視訊隨選系統為當今主流的互動媒體系統，

它可以整合數位資料和類比媒體，而搭配嵌入式
系統開發的方式相信更會是未來的趨勢。我們的
系統已經盡可能將一般視訊隨選與其他相關功能
移植到開發平台所實現的手持裝置上。雖然還有
許多技術性問題尚待克服，但初步的雛型也算建
構完成，希望對嵌入式系統結合視訊隨選開發有
興趣的人能有所幫助。

由於視訊隨選系統在一般應用上都採取常用
的 PC 主機來架設，這部分相關的技術也已經相當
成熟 ; 但應用於手持裝置上卻少之又少，所以本
文主要是想嘗試將視訊隨選結合到手持的嵌入式
的裝置上，並評估作法上是否符合實用性及分析
優缺點，最後建構一個初步系統的雛型。但是由
於有部分的技術尚未克服，設計的功能上還不盡
成熟及完美，有下列幾點說明是未來可以改進的
方向 :
1. 在本系統中，在影音串流部份的編解碼格式只

支援 MPEG-1，對於現今主流格式 MPEG-2、
MPEG-4 還有努力的空間，並且若能自行開發
MPEG 編解碼程式，對於系統的影片播放控制
更能有效的控制。

2. 在網路電視功能中，伺服器端依據實際的情況
必須接收來自電視台 cable 訊號，立即製作成
網路電視影片的格式傳送至客戶端，這方面還
不夠完整，即時運作的技術仍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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