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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是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门全新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高新技术，其研究
与发展涉及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数字信号处理、声像技术、图形处理技术、通信和网
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诸多学科。
多媒体信息处理是人类处理信息手段的一次大飞跃，是计算机技术的又一次革命，其发展与应用将逐
步并最终完全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由于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其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
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
因此，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得到了广泛关注，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同时，国内外大多数高等院校也陆续开设了多媒体信息处理方面的课程，社会上各类继续教育机构还
纷纷开展了相关技术的培训。
目前，有关多媒体方面的参考书籍比较多，但全面介绍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的教材却显得相对匮乏，
这是因为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具有高度综合、发展迅速、理论应用并重等特点。
　　近年来，作者始终关注着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并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工作（
特别是在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多媒体数据库技术和多媒体版权保护技术等方面）。
同时，多次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课程，并编写了“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讲义
。
本书是作者参考了大量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的中外专著、教材与论文，结合多年在多媒体信息处理技
术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开发经验编写出来的。
本书内容包括：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的基本知识，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多媒体数据存储技术，多媒
体数据库技术，多媒体信息数字水印技术。
　　本书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主要特色：　　（1）内容全面新颖。
本书跟踪了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前沿，详细介绍了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领域所涉及
的一系列关键技术。
特别地，介绍了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数字水印技术、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技术等。
　　（2）既注重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也兼顾相关技术的实际应用。
本书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而且结合作者多年的研究与应用
成果，给出了大量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参考实例（源程序）。
　　本书由王向阳教授主持编写，赵红、陈利科、胡峰丽、左珂可、付斌等几位研究生参加了写作和
绘图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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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原理(精)》从工程应用角度论述了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和基本方法，详细介绍了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研究与庆用领域所涉及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包括多
媒体数据压缩、多媒体数据库、多媒体信息的展现与交互、多媒体信息存储、多媒全信息版权保护（
数字水印）等。
《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原理(精)》结合作者多年来在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和开发
的成果，不仅引入了多媒体信处理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而且给出了大量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参考实
例。
　　《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原理(精)》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电子、通信、自动化、应用数学等
相关专业高等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与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领域工作的
研究与开发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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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数手音频　　音频信号是典型的连续信号，不仅在时间上是连续的，而且在幅度上也是连续的
。
在时间上“连续”是指在一个指定的时间范围里声音信号的幅值有无穷多个，在幅度上“连续”是指
幅度的数值有无穷多个。
习惯上，把在时间和幅度上都是连续的信号称为模拟信号。
　　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对这种模拟信号进行测量叫做采样（sampling），由这些特定时刻采样得到的
信号称为离散时间信号。
采样得到的幅值是无穷多个实数值中的一个，因此幅度还是连续的。
如果把信号幅度取值的数目加以限定，这种由有限个数值组成的信号就称为离散幅度信号。
我们把时间和幅度都用离散的数字表示的信号就称为数字信号，而把时间和幅度都用离散的数字表示
的音频信号称为数字音频。
　　音频信号转换为数字音频的第一步就是数字化，数字化实际上就是采样和量化（quantization）。
连续时间的离散化通过采样来实现，就是每隔相等的一小段时间采样一次，这种采样称为均匀采样；
连续幅度的离散化通过量化来实现，就是把信号的强度划分成一小段一小段，如果幅度的划分是等间
隔的，就称为线性量化，否则就称为非线性量化。
图2.13表示了声音数字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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