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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多媒体技术进入到了计算机、家电、通信、出版、娱乐和网络等几乎所有的
信息领域，成为当时信息领域研究的两大热点之一。
多媒体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教学内容也随之更新。
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育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实施，对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真正实施精品战略，根据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我们编写了这部教材。
本书的特色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传授多媒体技术基础知识的同时，强调实际技能和综合能力的
培养。
学以致用是本书撰写的最终目的。
全书按照“基础知识－媒体处理一应用－操作实验”的思路展开，共分为4个部分，包括基础知识、
媒体与媒体处理、多媒体技术应用与前沿技术以及操作实验。
第一部分介绍多媒体技术的基础知识，包括多媒体的基本概念、媒体基础、多媒体数据压缩、多媒体
软硬件及存储技术，便于学生对多媒体技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第二部分介绍媒体及媒体处理，包括数字图像、数字音频、数字视频与数字动画等内容，对各类媒体
及其处理方法分别进行介绍，包括各类数字媒体的基本概念、获取、表示和处理，并对其处理软件进
行介绍。
第三部分介绍多媒体技术应用与前沿技术，包括多媒体应用系统及开发、网络多媒体技术及应用以及
多媒体前沿技术等，便于学生了解多媒体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学习。
第四部分为操作实验，针对数字图像、数字音频、数字视频和数字动画分别进行实例实验，便于开展
上机实验教学。
每章附有习题，便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教师在讲授时，可以根据需要全部或部分讲授。
全书共11章。
本书第1章、第4章、第11章由老松杨撰写；第2章、第3章、第5章至第10章由谢毓湘撰写；第5.5节、
第7.5节、实验2、实验3由栾悉道撰写；第6.5节、实验1、实验4由白亮撰写。
全书最后由老松杨统稿。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邓莉琼、陈丹雯、袁志民、杨晓东、郭小一等研究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参考了许多国内外的文献，也使用了网络上许多图片。
由于资料收集渠道繁杂，参考文献中未能列出所有参考资料的出处，在此对这些资料的作者表示感谢
。
多媒体技术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技术，学科面宽，发展快，限于作者的能力和水平，本书存在缺点和
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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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媒体技术实用教程》对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应用及最新研究进展等内容进行了全
面阐述。
全书分基础知识、媒体处理、应用和操作实验4个部分，共11章，内容包括：绪论、媒体基础、多媒体
数据压缩、多媒体软硬件及存储技术、数字图像、数字音频、数字视频、数字动画、多媒体应用系统
及开发、网络多媒体技术及应用以及多媒体前沿技术，并附有操作实验。
各章附有习题。
《多媒体技术实用教程》吸收了多媒体教学研究新成果，内容翔实，难易适中，既强调多媒体技术基
础知识的学习，又注重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多媒体技术实用教程》可作为大学本科非计算机专业、高职高专多媒体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
事多媒体相关技术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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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松杨，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全国CSCW专委
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分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沙计算机协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多媒体信息系统，人机交互技术——多年从事计算机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讲授“多
媒体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等本科课程，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到目前为止，已编著出版教材与学术专著9部，获中国大学版协中南地区优秀教材一等奖1部、校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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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己所关心的内容，获取更多的信息。
例如，对某些事物进行选择，有条件地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从而获得新的信息内容。
对某些事物的运动过程进行控制可以获得某种奇特的效果，如倒放、慢放、快放、变形、虚拟等，从
而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产生各种讨论的主题。
在某些娱乐性应用中，用户可以改变故事的结局，从而使用户可以介入到故事的发展过程之中。
即使是最普遍的信息检索应用，用户也可以迅速找出想读的书籍、想看的电视节目，可以快速跳过不
感兴趣的部分，可以对某些所关心的内容进行编排、批注等，从而改变现有的信息使用方法。
可以想象，交互性一旦被引人到用户的活动之中，将会带来多大的作用。
从数据库中检录出某人的照片、声音及文字材料，这是多媒体的初级交互应用；通过交互特性使用户
介入到信息过程中（不仅仅是提取信息），才达到了中级交互应用水平。
当我们完全地进入到一个与信息环境一体化的虚拟信息空间自由遨游时，这才是交互式应用的高级阶
段，这就是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人机交互不仅仅是一个人机界面的问题，对于媒体的理解和人机通信过程可以看成是一种智能的行为
，它与人类的智能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3.集成性多媒体系统充分体现了集成性的巨大作用。
事实上，多媒体中的许多技术在早期都可以单独使用，但作用十分有限。
这是因为它们是单一的、零散的，如单一的图像处理技术、声音处理技术、交互技术、电视技术、通
信技术等。
但当它们在多媒体的旗帜下集合时，一方面意味着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另一方面，也
意味着各种技术独自发展不再能满足应用的需要。
信息空间的不完整，如仅有静态图像而无动态视频，仅有语音而无图像等，都将限制信息空间的信息
组织，限制信息的有效使用。
同样，信息交互手段的单调性、通信能力的不足、多种设备和应用的人为分离，也会制约应用的发展
。
因此，多媒体系统的产生与发展，既体现了应用的强烈需求，也顺应了全球网络一体化、互通互连的
要求。
多媒体的集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媒体信息媒体的集成，二是处理这些媒体的设备与设施
的集成。
首先，各种信息媒体应该能够同时并且统一地表示信息。
尽管可能是多通道的输入或输出，但对用户来说，它们都应该是一体的。
这种集成包括信息的多通道统一获取，多媒体信息的统一存储与组织，以及多媒体信息表现合成等各
方面。
因为多媒体信息带来了信息冗余性，可以通过媒体的重复、使用别的媒体，或是并行地使用多种媒体
的方法来消除通信双方及环境噪声对通信所产生的干扰。
由于多种媒体中的每一种媒体都会对另一种媒体所传递信号的多种解释产生某种限制作用，所以多种
媒体的同时使用可以减少信息理解上的多义性。
总之，不应再像早期那样，只能使用单一的形态对媒体进行获取、加工和理解，而应注意保留媒体之
间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大量信息。
其次，多媒体系统是建立在一个大的信息环境之下的，系统的各种设备与设施应该成为一个整体。
从硬件来说，应该具有能够处理各种媒体信息的高速及并行的处理系统、大容量的存储、适合多媒体
多通道的输入输出能力及外设、宽带的通信网络接口，以及适合多媒体信息传输的多媒体通信网络。
对于软件来说，应该有集成一体化的多媒体操作系统、各个系统之间的媒体交换格式、适合于多媒体
信息管理的数据库系统、适合使用的软件和创作工具，以及各类应用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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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媒体技术实用教程》：新颖的教材组织结构和教学内容组织方式，丰富的教学内容和详尽的案例
讲解，培养与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
《多媒体技术实用教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紧跟多媒体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水平，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在传授多媒体技术基础知识的同时，强调实际技能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多媒体基
础知识、媒体处理、应用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培养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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