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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中间片》介绍了数字中间片工艺的基本概念和各种专业问题，理论联系实践，并且附有许
多参数图表，对实际操作颇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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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中间片》着眼于那些希望学习这一革命性新技术的传统电影制作人员和教学师生，同样对已在
后期制作／数字中间片企业工作的人员极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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