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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技术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回顾视频行业经历的标清（SD）时代、高清（HD）时代、4K 超高清时代，

基本每隔七到八年，视频分辨率会开始一个新的技术代际升级。如果把 2014 年做为国内 4K 超高清元年的

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正逐步迈入新的 8K 超高清时代。2019 年 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发了《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提出将按照“4K 先行、兼顾

8K”的总体技术路线，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相关领域的应用。2020 年 9 月国务院常会议，明确提

出了要“建设千兆城市”，工信部也大力推进“双千兆”网络的建设和发展，开展“百城千兆”的创建行动。

2021 年 2 月，中央广播电视总首次实现春晚 8K 超高清直播,2021 年 10 月,六部委共同开展“百城千屏”超高

清视频落地推广活动。随着“超高清行动计划”、“双千兆网络建设”、“百城千屏”和国内超高清视频产业

的推进，8K 超高清时代来临已经势不可挡。 

8K 超高清特质（更精细的图像细节、更强的信息承载能力和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为消费升级、行业创

新、数字生活提供了新要素、新场景、新体验。从 2016 开始年各大企业陆续布局 8K 电视产品，有前瞻战略

的企业甚至已经实现 55 英寸、65 英寸、75 英寸、82 英寸、85 英寸和 98 英寸全方位、多尺寸段的覆盖，引

领电视机产业的消费升级。据过往经验，大型体育赛事的直播对于推动视频产业的技术升级和提升用户感知影

响极大，2021 年东京奥运会及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是 8K 超高清新应用场景的示范场。5G 千兆网络、8K

超高清、AI 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 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的组合，比高清、4K 任何一

个视频时代都具备更广泛的通用基础能力，可以承载更清晰、更智能、更新颖的创新业务。8K 分辨率对户外

大屏显示视觉体验的提升有目共睹，8K 分辨率是 360 度全景视频的入门级标准已成为 VR 视频行业的共识，

已催生了众多的 8K 全景、多视角、自由视角等新内容、新场景和新体验。 

“内容匮乏”、“用户感知不强”从来都是视频行业技术代级升级初期的常态，缺乏产业发展逻辑共识、缺

乏产业创新探索和想象力才是影响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本白皮书的意义在于与业界分享对 8K 超高清创

新应用场景的思考，试图梳理 8K 超高清产业发展的新逻辑，呼吁产业加强 8K 超高清的创新探索，共同推动

8K 超高清视频全产业链的发展，满足人们对 “8K 超清视界”的美好期望。 

 

本文件由 UWA 联盟视频体验工作组组织制订，并负责解释。  

本文件发布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本文件由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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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K 超高清产业发展概述目录 

1.1 8K 超高清标准 

2012 年 ITU 定义了 UHDTV 超高清电视标准，按分辨分为 3840 x 2160 (4K UHDTV1)和 7680 x 4320 

(8K UHDTV2)，其它指标还包括 HDR（动态对比度）、50/60-100/120fps（高帧率）、10/12bit（位

深）、BT.2020（色域空间）、3D-Audio（沉浸声音）等技术参数。随着 8K 超高清电视产业的发展，2019

年美国消费电子协会（CTA）和 8K 协会（8KA）也先后制定了 8K 电视基本性能认定标准。美国消费电子协

会（CTA）对 8K 超高清电视认定标准包括 1）至少 3300 万有效像素，在 16：9 可视窗口内水平至少 7680

个有效像素，垂直 4320 个有效像素，显示分辨率要符合行业标准的特定测量方法。2）具有一个或多个

HDMI 数字输入，支持 7680x4320 像素的分辨率，位深度为 10 位，帧率支持每秒 24、30 和 60 帧，支持 

ITU-R BT.2100 规定的 HDR 传输函数和色度，具有 HDCP V2.2 或同等内容保护能力。3）能够支持 SD、HD

和 4K 视频上转换，并以 8K 分辨率显示。4）能够接收 10 位 8K 分辨率图像，显示对 10 位中任何一位的变化

的响应。 

8K 协会（8KA）对消费级 8K 电视的性能标准包括针对 8K 输入参数(比特深度、帧速率、色度子采样)、显

示性能(分辨率、峰值亮度、黑色水平、色域、白点)以及接口和媒体格式(高动态范围、编解码器)的规范。

2021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继发布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K 超高清电视节目制播技术要求》和《8K 超高清

大屏幕系统视音频技术要求》,2021 年春晚 8K 直播的参数基本和国际 ITU 8K 超高清标准、美国消费电子协会

（CTA）和 8K 协会（8KA）对 8K 电视机认证标准一致（除国内采用 AVS3 编码和 HDR vivid 技术外），具

体如下： 

表 1 8K 基本参数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参数值 

1 幅型比 16：9 

2 分辨率（有效像素数） 7680×4320 

3 取样结构 正交 

4 像素宽高比 1:1（方形） 

5 像素排列顺序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6 帧率(Hz)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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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扫描模式 逐行 

8 量化 10bit 

9 色域 BT.2020（GY/T 307-2017） 

10 取样/色度格式 4:2:0 

 

1.2 8K 超高清产业 

从产业链来看，8K 超高清视频产业生态体系主要包括核心元器件、核心层(内容制播设备、网络传输设备、

终端呈现设备)、服务层以及应用层。从 4K 到 8K 是从采集、制作、传输、运营、终端等全产业链的全面提

升，需同步突破高分辨率、高帧率、高色深、宽色域、高动态范围、三维声六个维度技术。需要全产业链各个

环节的配套升级，如对核心元器件的存储芯片、编解码芯片、图像芯片、处理器芯片等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对内容制播设备、网络传输设备、终端呈现设备等的技术要求均有了新的门槛。在内容制播方面，我国主

导设计集成的全球首台“5G+8K”超高清视频全业务转播车已投入应用，为完成北京冬奥会 8K 超高清电视转

播、进网入户和大屏播放的要求，2021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在台内 IP 网和 5G 网以组

播方式开展 8K 超高清电视频道试验，并在除夕之夜进行春晚直播，相继发布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K 超高

清电视节目制播技术要求》和《8K 超高清大屏幕系统视音频技术要求》。在终端呈现方面目前国内多条

10.5/11 代高世代液晶面板产线都聚焦在 4K 和 8K 超高清显示屏，为 8K 超高清产业的普及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为贯彻落实三部委《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全国多个省市陆续出台政策支

持 8K 产业发展。围绕“4K 先行、兼顾 8K”的指导方针，深圳市针对发展 8K 超高清视频制定了专项行动计

划，未来全国和地方将陆续出台 8K 相关专项政策，到 2022 年预计我国 8K 电视终端销量占电视总销量的比

例将超过 5%。网络传输方面，目前光网络代际发展正向第五代固定宽带（ F5G，the 5th Generation Fixed 

Network）演进，涵盖了 10G PON、Wi-Fi 6 为基础的千兆宽带接入网络，截至 2022 年 8 月，百兆及以上

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5.36 亿户，约占固定宽带用户总数的 93.8%，1000Mbps 及以上

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7055 万户，约占总用户数的 12.4%。整体而言，8K 超高清产业链配

套技术已经具备。 



 

 

 

 

8K 超高清新体验应用场景白皮书  

7 

 

1.3 8K 超高清创新 

8K 超高清将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时代，首当其冲的就是在户外超级大屏的应用和客厅娱乐的升级，显示的

大屏化、画质的进步、传输速度的提升、更为沉浸的观看体验，这些都是消费者拥抱千兆网络和 8K 超高清的

理由，但 8K 的创新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局限在广播电视领域，5G 千兆网络、8K 超高清、AI 人工智能作为通

用目的技术 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的组合，将大大拓展 8K 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未来

它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多元以及深刻的。8K 不仅是分辨率，8K 代表对视听服务极致体验的追求。8K 不仅是视

频，8K 代表对物理和数字世界无界空间的追求。8K 在 AI 的加持下，比高清、4K 任何一个视频时代都具备更

广泛的通用基础能力，每一个屏幕后面都是看见数字世界的一个窗口，每一个屏幕都可以承载更清晰、更智

能、更新颖的创新业务。8K 分辨率对户外大屏显示视觉体验的提升有目共睹，8K 分辨率是 360 度全景视频

的入门级标准已成为 VR 视频行业的共识，已催生了众多的 8K 全景、多视角、自由视角等新内容、新场景和

新体验。因此缺乏产业创新探索和想象力才是影响 8K 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 

2. 8K 新体验：百城千屏  

2021 年 10 月，为落实《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和《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大力推进实施“公益宣传平台传播工程”，促进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文

化产业整体实力提升，工信部联合六部委颁发关于开展“百城千屏”超高清视频落地推广活动的通知，“百城

千屏”活动以试点示范工程为引领，围绕城市重要商圈、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网红地标、文化场馆等人流量密

集的地方，通过新建或引导改造国内大屏为 4K/8K 超高清大屏（以下简称公共大屏），新建或改造大屏分辨

率须达到 4K 及以上，鼓励 8K，播出节目视频均为 4K/8K 超高清，其中 8K 超高清视频不少于 40%，视频内

容鼓励采用 HDRvivid、AVS3 制作播出，音频采用立体声或 5.1 环绕声。“百城千屏”活动将丰富超高清视

音频服务场景，加速推动超高清视音频在多方面的融合创新发展，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文化宣传方面。大力推进实施“公益宣传平台传播工程”，通过在公共大屏展播优质超高清视音频内容，开

展时事政策宣传、公益发布，弘扬民族精神，呈现中国文化，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主阵地、主渠道、

主力军。 

城市形象方面。展播地方文化旅游视频，培育公共大屏为地标性亮点，推动实现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

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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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方面。普及超高清视音频认知，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信息消费升级，同步促进“夜经济”、“网

红经济”等释放潜力，提振内需，挖掘消费增长点。 

产业创新方面。创新超高清视音频传播新模式，以“科技冬奥”超高清赛事转播为契机，加快视音频设备升

级和应用落地，推动技术标准体系和产业链成熟，提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协同发展产业生态。 

 

3. 8K 新体验：超高清电视 

8K 新体验在超高清电视的应用是指以 8K 超高清为内容制作规格，以电视为展示终端，以网络进行传输分

发，以机顶盒、智能电视为播放终端的应用场景。随着用户电视机尺寸变得越来越大，视频从高清演进到 8K

超高清规格之后，能够为用户带来全方面的体验提升。 

表 2 8K 技术参数体验表 

参数 高清视频 超高清视频 提升效果 

分辨率 1080P 8K 携带更多的图像信息，展现更清晰的画面细

节。 

动态范围 SDR 

（标准动态

范围） 

HDR 

（高动态范围） 

HDR 的动态范围最高可达 10000:1，远高

于 SDR 的 100:1。能够展现出更丰富的高

亮与低暗部分的亮度变化细节。2020 年 9

月，超高清产业联盟发布了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 HDR 标准——CUVA HDR。 

帧率 25/30 帧 50/60/100/120

帧 

展现的动态画面更为流畅，更不易出现“拖

影”现象 

色域 BT.709 BT.2020 BT.709 覆盖的色域范围仅相当于 BT.2020

的 35.9%。后者覆盖的色域范围更为广泛，

能够展现更接近真实世界的色彩范围 

位深 8bit 

 

10bit 及以上 

 

能够量化的颜色种类更多，表现的颜色细节

更为细腻。 

8K 超高清可以支持更大的屏幕显示实现更沉浸真实的视觉感受，网络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电视机尺寸以及最

佳观看距离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指导价值，反而误导了用户升级超高清电视的需求。通常每一个

家庭里面，不管电视机尺寸的大小，用户离电视屏幕的距离都是相对不变的，不会随着电视屏幕大小的变化，

用户就会坐得近或坐得更远，反而随着电视机技术的进步，用户距离屏幕越来越近是趋势。如下图所示，通常

离屏幕越进，观看视场角范围就越大，人眼的视角极限大约为垂直方向 150 度，水平方向 230 度，如果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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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视角范围内都是屏幕，那么就会使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沉浸感”能让用户模糊真实世界与数

字影像世界的界限。 

 

图 1 观看视场角示意图 

但是在固定的观看距离下，用户的视角范围往往受制于屏幕尺寸的大小，比如在 2 米的距离下观看 50 寸的

电视机，水平视角范围只有 30 度左右，如果要获取更好的沉浸体验，那么就需要更大的屏幕尺寸或者更近的

观看距离，提升视角范围到 60 度以上。科学测试表明人眼分清屏幕像素差异的空间视角分辨率是 30cpd

（cycle per degree），如果人眼观看屏幕感受细腻清晰极致，那么视角分辨率需要提升到 40-50cpd，如果

进一步人眼观看屏幕显示的视频，结合心理感受要获得犹如站在窗户观看外面世界一样的真实感受，那么还视

角分辨率需要进一步提升到 100-150cpd。以 50 寸屏幕为例，即使在 2 米以外的距离观看，为达到没有像素

颗粒感，水平方向至少要 1800 个像素点，进一步要达到细腻清晰感受，水平方向需要 2400-3000 个像素

点，如果要达到更好的真实感受，那么水平方面需要达到 6000-9000 个像素点。因此 8K 更高分辨率对于提

升家庭场景下视频沉浸真实体验非常重要，是家庭场景下视觉感受从无颗粒感、清晰细腻，走向真实沉浸的必

要条件。 

 

4. 8K 新体验：沉浸式 HDR 影院 

8K 新体验在沉浸式 HDR 影院的创新应用是指以 8K 超高清视听极致体验为追求，利用超高分辨率、HDR

高动态画质和三维环绕声技术为用户在家庭环境中营造沉浸式影院效果的视听体验服务。 

表 3 家庭级影院核心要素表 

 核心要素 指标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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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质量 超高清 

动态范围 

色度色彩 

4K/8K 

HDR vivid 

影院体验的核心之一就是视觉的沉浸感，只有

4K/8K 更高的分辨率才能支撑更大的屏幕在更

大的可视角范围（大于 60 度）实现清晰细腻

的画面显示，提供更真实的视觉沉浸感 

声音音效 环绕声、三

维声 

5.1/7.1 

5.1.2/7.1.4 

影院体验的另一个核心就是声音的沉浸感，只

有营造出流动、包容、宏大的环绕三维音效场

面，才能提供听觉震撼沉浸感 

8K 超高清是家庭沉浸视频体验的极致追求，8K 超高分辨率可以支持高达 60-100 度的细腻清晰视角范围，

三维声可以营造包容沉浸式的声场，只有拥有出色的音效、逼真的画面、身临其境的视场角范围才能让观众获

得沉浸在电影之中如实感受导演传递的意图。一般而言只有由环绕声放大器、多个扬声器系统、大屏幕及高质

量节目源构成的视听服务，具有环绕声沉浸式视听效果的才能称为影院级体验。一直以来由于影院体验概念认

知上的混淆，各种名不副实的家庭影院市场口号和宣传概念，再加上缺乏全产业链的闭环协同，用户对家庭影

院整体效果满意度相对较低。传统家庭影院相对专业和复杂，不仅涉及到声学设计、专业器材、环境装修，还

需要对各种专业指标，比如频响、失真度、混响时间、声场均匀度、最大声压级、色彩、帧率等进行校正评

测，所以整体解决方案差异较大，导致价格也相对混乱。 

随着 8K 超高清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不仅在分辨率、色域、动态范围、帧率和下一代音频等方面有了很大的

提升，还激发了人们对新一代家庭影院的美好期望。沉浸式 HDR 影院需要新的“内容+硬件+服务”闭环的解

决方案，涉及内容、平台、网络、回放设备等环节，考虑到影院体验概念的混淆，首先基于用户体验的差异从

服务质量、播放设备、回放设备、内容规格等方面制定分级标准，基于不同级别的体验标准，对内容、硬件和

服务制定客观的指标进行量化和认证，才能相对客观的评估用户的满意度，获取商业价值变现的目的。 

 

图 2 家庭影院级视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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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HDR Vivid、ChinaDRM、AI 和 IoT 等技术的逐步成熟，电视大屏快速普及，大幅度提升了家庭用户

的观看体验，“院网同步”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电影大片上市窗口期缩短，家庭影院市场即将迎来市场的爆发

点，并进一步促进沉浸式 8K 家庭影院的快速商用。 

 

5. 8K 新体验：全景视频 

8K 新体验在全景视频的创新应用是指通过 VR 多目摄像机拍摄形成 360 度全景画面，通过 8K 高分辨率呈

现 360 度全场景画面，通过大屏幕电视、手机等平面展示设备进行展示，允许用户按动遥控器方向键，切换

观看角度，在电视大屏前即可 360 度观看视频，享受裸眼 VR 全景视觉体验。 

全景视频将多目摄像机拍摄形成 360 度内容在 Stitch 拼接成一个 360 度的“球体”，并将“球体”的部分

画面以适合 TV、手机屏的形式呈现在屏幕上。用户可通过操控界面自由“转动球体”，任意浏览“球体”上

的各部分内容。由于该体验与通过 VR 终端观看全景视频类似，所以又称为“裸眼 VR”。当全景视角应用于

赛事、综艺播出时，用户仿佛亲临现场一样，不仅能够观看赛场、舞台的精彩内容，还能不时主动看看观众

席，感受周围观众是否跟自己具有相同的情绪起伏，而不是被动等到导播来切换视角。这样的体验，无疑能够

比普通视频带来更多的场景沉浸感。 

当全景视角技术应用于旅游出行场景时，参与者通过自动旋转视角可以对景区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往的

“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体验在 360°全景“上帝视角”的帮助下被全面升级；通过拉近镜头

放大细节，用户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自己感兴趣的具体场景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尤其是有了 8K 的加持，即

使多倍放大，清晰度依然可被用户接受。不管是 2020 年芒果 TV 的舞蹈风暴还是 2021 年的陕西 14 运都已经

或者即将使用全景拍摄技术提供 360°全景内容，未来大屏端支持 8K 全景播放已经逐渐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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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境视频编缉示意图 

 

360 度画面是全景视频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播放时往往需要先把所有像素点先投影还原到一个球面上，然后

再把用户视角区域内的内容摘选出来在屏幕上进行显示。由于全景视频的宽高比例一般是 2:1，以目前主流的

4K 全景视频为例，其分辨率为 3840x1920，同时假设显示的视场角为 90 度，那么最终在屏幕上显示的图像

分辨率就只剩下 960x480，所以全景视频内容分辨率提升到 8K 分辨率以后，可以达到高清的观赏效果，未来

为了达到 4K 以上的观影效果，全景视频升级到 12K/16K 也将是发展的必然。 

6. 8K新体验：自由视角 

8K 新体验在自由视角的创新应用是指以被拍摄物体/场景为中心，发挥 8K 高分辨率的优势，能够让用户通

过操控界面，从任意角度以更高分辨率、更清晰自由旋转观看被拍摄物体/场景的业务形态，让视频体验无死

角。 

核心要素 指标 效果 

高分辨率 4K/8K 自由视角核心体验之一就是高分辨率，只有在 4K 甚至 8K 分辨率

下，才可以确保用户在自主观看的过程中可以看清每一个细节，

特别是远景视角通过放大可观看局部画面，而原始画质的高分辨

率可以保证放大后依然有较高的 

高自由度 任意视角、任

意时间，全量

视频信息 

自由视角将视频的“导播权”交还给用户，基于前端拍摄全量视

频信息的保存，实现后端任意时间、任意空间多维度的观看体

验，大幅提升了用户观看视频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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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时延 端到端互动时

延不超过

200ms 

自由视角要求用户在通过手指滑动进行视角切换时，可以立即获

得响应，而这要求从用户手指移动开始到手机端接收到超高清视

频流并解码显示的端到端触屏时延不超过 200ms,方可实现画面

“跟随滑动”的体验效果 

自由视角可以充分发挥多角度、多细节、自由观看的特点，帮助用户从不同角度欣赏，增强参与感、交互

感，摆脱对传统导播视角的依赖。自由视角在节目录制时，直播方利用多机位或环绕机位，向用户提供环绕整

个场地的任意角度视频信息，用户可以旋转切换的方式自由观看任何想看的角度。传统现场赛事直播因角度、

机位限制，或受导播意志左右，观众往往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观看自己最喜欢的角度或细节。自由视角完美解

决了这一难题，将自主选择权交还用户，让用户随心而动、以交互方式自由旋转,“转”哪看哪，尽情窥探舞

台中央的“隐私”。自由视角还可以应用在特效场景的制作，呈现出子弹时间和定格环绕的效果。 

自由视角整体解决方案通过对多达百台摄像机进行实时的数据采集、时间同步、空间位姿的计算校准、编码

处理，最终可选取任意时长、任意角度的帧序列，组合成高空间自由度的视频，实现观看视点在空间中的漫

游。在业务场景上，既可以支持生成 360 度环绕视点的精彩瞬间应用于传统电视 PGM 的生产制作环节，也可

以支持生成包含全部时间范围多维空间信息的全量视频应用于用户自主进行视角切换的交互式视频生产及分

发。 

 

图 4 自由视角拍摄示意图 

8K 超高清视频系统，除了这整体提升了视频编解码能力、CDN 分发能力以外，在终端侧也整体提升了带

宽、GPU、RAM、NPU 等诸多硬件的能力，这恰恰是自由视角实现“如跟随滑动般平滑和流畅”体验的底座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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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K新体验：多机位视角 

8K 新体验在多机位视角的应用是指节目在拍摄、制作和播出时，通过同时向用户推送多个（通常为 4 个）

独立的视角画面，并让用户可以自行选择视角观看的业务，让用户成为自己的导播。 

在传统的节目制作时，内容制作者通常会部署多个拍摄设备，用以获得不同视角的画面效果，不过，节目在

向用户播出时，需要展现哪个视角，则是由导播或导演来做出的决定。而借助 8K 超高清视频的处理能力，通

过多路视频传输和同步解码，多视角业务可以打破了这个多年来既定的规则。通过将多个视角同时送给用户，

选什么视角由用户来决定，从而让用户获得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看方式的个性体验。 

 
图 5 多视角足球观赛示意图 

比如一场足球赛事直播，可以通过多机位技术进行拍摄，每个机位之间需要通过相互配合，以确保将所拍摄

的画面传输到切换台。在拍摄过程中，每个机位都有着自身的工作内容，分别负责特写、全景、小全景、移动

等。每个机位的分工由导播安排，有的机位拍摄观众、有的机位拍摄球员、有的机位拍摄教练等等，这样就有

了观众视角、教练视角、球星视角、球门视角等，可以更加清晰的完整的呈现在用户眼前。 

比如大型的综艺节目制作点播，前期拍摄是通过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视角拍摄，后期通过剪辑+特效制作生成

成品。大量的有价值的视角并没能纳入节目中，也是资源的严重浪费，通过多机位视角制作，形成多个诸如钢

琴视角、伴舞视角、歌手视角、明星视角等，则更容易让场景获得目标用户的喜爱。 

8K 超高清整体能力的提升对于多机位视角业务极其重要，多机位视角同步是核心的技术点，针对不通业

务，同步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对于演唱会、音乐会的同步要求只要在秒级，对于体育运动，如足球射门，多视

角需要帧级同步才能保障体验。多机位视角同步播放依托强大的播放器和解码芯片的协同，多窗口之间加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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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需要多个播放器实现，播放器的视频加载在 8K 超高清整体能力的基础上，可以更高效的实现网速、视频解

码、编码格式、芯片算力的协同优化。 

8. 8K新体验：全景漫游 

8K 新体验在全景漫游的创新应用类似全景视频，是指通过多目相机拍摄形成 360 度全景图片，通过 8K 或

更高分辨率呈现 360 度全场景，通过大屏幕电视进行展示和用户按动遥控器方向键，全景漫游可以让用户在

全景图像构建的全景空间里切换视角的浏览，变换图片场景，在电视大屏前即可 360 度观看、漫游，享受裸

眼 VR 全景视觉体验。 

 

图 6 全景图漫游示意图 

全景图漫游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显示方式，其独特的沉浸感和互动性是其他媒体所不具有的优势，相比于传统

图片的“一眼看尽长安花”，全景图可以随意切换角度，让用户尽情的探索与发现，看到所展示的事物的任意

环节和某一场景四周任意角度的情况。相比于视频的流水性展示，全景图片可以让用户放慢脚步，自主掌握整

个观看流程，可慢可快，可跳跃画面可以跟随漫游，为大屏观看引入丰富的交互性体验，让用户全身心沉浸其

中。。因此在看房、看景、商圈导购、展会导览等方面，360°全景漫游具备独特的优势，可以大大提升用户与

展示的互动和效率。尤其是在看房和旅游出行行业中，全景漫游已经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出行和看

房”场景又往往是家庭集体决策。因此相比于在手机、电脑等个人终端，家庭大屏的展示优势十分明显。8K

加电视大屏，将成为家庭全景漫游体验的最佳平台。 

毫无疑问，8K 分辨率对于全景图片清晰度的提升是巨大明显的，尤其是与 8K 分辨率所匹配的解码能力、

GPU 渲染能力将大幅提升全景漫游图的空间范围和细节呈现，从而进一步的提升全景漫游的应用场景和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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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K新体验：家庭 AIoT中心 

8K 新体验在家庭 AIoT 中心的应用是指围绕家庭场景，结合物联网、AI 人工智能、8K 视频、互联互通协

议、分布式软总线等最新技术，创新打造出来的智慧家庭超级智能体的核心，集网络控制、家居控制、家庭娱

乐办公、家庭健康、多模交互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中心。 

     

 

 
 

图 7 智慧家庭 AIoT 示意图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8K 超高清在 AI 的加持下，比高清、4K 任何一个视频时代都具备更广泛的“新体验”

通用基础能力，可以承载更清晰、更智能、更新颖的创新业务。家庭 AIoT 中心就是更新颖的创新业务方向，

未来数字家庭的所有设备不再是单体割裂的孤岛，会通过分布式软总线被云化、互通、协同成一个超级智能

体，设备间能力共享互为所用，共同提供人们所需的影音娱乐、智慧办公、智能家居、智慧出行、运动健康等

丰富的家庭服务。这个超级智能体需要有一个 AIoT 中心，统管所有 IoT 设备，在 AI 加持下将我们的多模交

互从以前的 GUI 升级到 GUI 和 AUI 方式，AIoT 中心可以按需配置分布式的眼睛（摄像头、显示屏）、口

（喇叭）和耳（麦克风），使其和人的交互更接近自然。像人类一样，这种视听觉信号是需要超高分辨率和强

大算力处理的。8K 是其中一个解码和显示能力，能帮我们处理家庭普通视频、AR、VR、单反照片、全景 360

度、自由视角等视频场景。同时 AIoT 中心需要一个类似人类大脑的 NPU，它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可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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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所有 IoT 设备的信息。它具有的强大 AI 能力，可以跑各种复杂算子、算法，实现自我学习成长，变成一

个更懂你的家庭生活管家。 

AIoT 中心可以基于 8K 超高清终端把家庭其它设备云化成一个能力池，这样不需要每个设备都具备所有能

力，减少智慧家庭设备能力重复投入成本。一直以来由于缺乏 AIoT 中心，家庭设备一直没有被有效组合起

来，复杂家庭场景组合更是无从谈起。更何况家庭场景本来就是要求个性化很强的，千人千面。没有基于 AI

的学习成长能力，只能是固化、千篇一律的，很容易就产生使用疲劳，没法真正拉起人们对智慧家庭的使用欲

望。家庭设备能力共享对数据流量带宽要求很高，目前运营商在推的三千兆网络正好解决了智慧家庭面临的基

建困境，智慧家庭的基石在于联接，只有配备了高效联接、分布式能力、AIoT 中心的超级智能体才是理想中

的智慧家庭。我们追求 8K 极致视听体验的同时也追求极致体验的家庭服务，追求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是人类永

恒不变主题。     

10. 8K新体验：创新型终端 

8K 新体验在创新型终端的应用是指 8K 超高清在触控屏幕、近眼显示的方式下，与人工智能以及 VR/AR 技

术结合，为用户带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多元化的沉浸式感官体验。 

带屏终端、穿戴式终端已经涌现，8K 视频的终端形态除了传统机顶盒、智能电视之外，各种创新形态大大

提升了 8K 的科技感。相比较传统机顶盒，带触控屏幕、可移动并兼容机顶盒功能的终端已成家庭媒体中心的

新趋势。相比较电视播放 8K 超高清视频，在近眼显示方式下 VR/AR 具有更强的沉浸感，甚至可以观看基于

6DoF 的全景视频，更具临场感；利用 8K 传输的大带宽，除了视频，还可以传送更精细的 3D 模型，更精准

的地图数据，应用在 VR/AR 空间游戏和沉浸式多人会议。另外，8K 的超高清视频，通过 AI 技术的处理，相

比较 FHD/4K，可以得到更精细的结果，行为识别、物体识别更加精确，使得 VR/AR 远程医疗、远程协助、

健身教育等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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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R/VR 应用场景示意图 

VR/AR 终端已经应用在各个场景。用户带上 AR 眼镜，眼前呈现高清屏幕，可以以第一视角看到记者千里

之外的实时报道；在高铁和飞机上，随时开启移动影院的休闲时光。在博物馆无需导游，对展陈内容三维重

建，AR 动画创意互动，娓娓道来文物的前世今生，上演历史的过往云烟；在历史遗址，眼前的断壁残垣可以

拔地而起，旧时风貌浮现眼前。公共场合接受安检，无需停下脚步等待，数秒内无感知识别人员与车辆信息，

随时随地上报信息至指挥中心，不留安全隐患。 在中国工厂，透过轻薄的 AR 眼镜，机器故障自动分析，给你

一双透视眼，变身超级工人；突发疾病的病人通过远程医疗，医疗专家可在黄金时间异地指挥救援。 

11. 结语 

“内容匮乏”、“用户感知不强”从来都是视频行业技术代级升级初期的常态，缺乏产业发展逻辑共识、缺

乏产业创新探索和想象力才是影响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本白皮书的希望与业界分享对 8K 超高清创新应

用场景的思考，试图从几个方面梳理 8K 超高清产业发展的新逻辑，8K 不仅是分辨率，8K 代表对视听服务极

致体验的追求。8K 不仅是视频，8K 代表对物理和数字世界无界空间的追求。8K 结合 AI 成为更多终端和业务

创新的基础能力。呼吁产业加强 8K 超高清的创新探索，共同推动 8K 超高清视频全产业链的发展，满足人们

对 “8K 超清视界”的美好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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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录 

12.1 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物联 （AIoT：AI +IoT 技术 )   

通用目的技术（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标清（SD：standard definition） 

高清（HD：high definition） 

超高清（UHD：ultra high definition） 

第五代固定宽带（ F5G：the 5th Generation Fixed Network） 

角度频率（cpd：cycle per degree） 

标准动态范围（SDR：standard dynamic range） 

高动态范围（HDR：high dynamic range） 

 

12.2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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