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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随着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飞
速发展，数字媒体教育必然成为普通高等学校面临的重要任务。
数字媒体是一门新的学科，也称之为当代的新媒体，它是跨学科的学术领域，是在各门相关学科中提
取相关的内容要素而综合起来的系统学科。
数字媒体包括关术、音乐、舞蹈等艺术基本元素，融入了创意、创作、创新等设计理念，涉及出版、
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表现形态，应用了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等工程技术，并遵循运营、管理、营销
等商业规律，这些元素的合理搭配组合构成了数字媒体的学科体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录音艺术>>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声音艺术发展史　1.1　声音记录技术发展简史　　1.1.1　声波记录仪　　1.1.2　机械录音
——留声机　　1.1.3　光学录音　　1.1.4　磁性录音　　1.1.5　数字录音　　1.1.6　声音存储技术和
材料工艺的发展　1.2　视听结合促进影视大发展　　1.2.1　电影的发明　　1.2.2　无声电影与有声电
影　　1.2.3　电视的诞生与发展　　1.2.4　数字媒体艺术　　第2章　影视声音的类型及属性　2.1　语
言　　2.1.1　语言的分类　　2.1.2　语言在影视作品和节目中的作用　2.2　音乐　　2.2.1　影视音乐
的分类　　2.2.2　电视及其他视频作品音乐分类　　2.2.3　音乐在影视作品中的功能　2.3　音响效果
　　2.3.1　音响效果分类及其功能　　2.3.2　音效的特性　　2.3.3　音乐的艺术功效　　第3章　音乐
声学基础与声音的评价　3.1　声音的物理属性　　3.1.1　声音的产生　　3.1.2　声音的基本概念　
　3.1.3　声音的传播　　3.1.4　声音传播的介质　　3.1.5　声波与声压　3.2　声音感知的生理和心理
基础　　3.2.1　人耳听觉的生理基础　　3.2.2　听觉的心理基础　3.3　人耳听觉的特殊效应　　3.3.1
　立体声与立体声重放　　3.3.2　双耳效应　　3.3.3　掩蔽效应　　3.3.4　多普勒效应　　3.3.5　哈
斯效应　　3.3.6　德波埃效应　3.4　室内声学基础　　3.4.1　室内声音的组成　　3.4.2　室内形状以
及墙体对声音传播的影响　　3.4.3　声场效果控制　　3.4.4　包络　3.5　声音音质的主观评价　
　3.5.1　国际通用声音质量分级　　3.5.2　音质评价方法　　3.5.3　声音质量评价的国家标准　
　3.5.4　影响声音评价的两个主要因素　　3.5.5　提高评价能力及水平的方法与途径　　第4章　声音
数字化及其基本原理　4.1　声音从模拟到数字　　4.1.1　声音的数字化　　4.1.2　数字音频格式　
　4.2　数字音频工作站简介　4.2.1　硬件数字音频工作站　　4.2.2　数字音频工作站软件　　4.2.3　
数字音频工作（站）系统　　4.3　影视后期音频编辑软件　　4.3.1　数字音频软件分类　　4.3.2　专
业音频软件概览　4.4　数字音频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　　第5章　影视技术基础　5.1　电影胶片　
　5.1.1　胶片的构成　　5.1.2　胶片的种类　　5.1.3　胶片的尺寸　　5.1.4　银幕的技术标准　5.2　
电视技术标准　　5.2.1　彩色电视机的制式种类　　5.2.2　电视机声音模式　　5.2.3　电视立体声技
术的发展　5.3　影视声音重放技术　　5.3.1　影响声场环境的几个要素　　5.3.2　立体声与重放技术
　　5.3.3　影院声音制式　　第6章　影视录音工艺和制作　6.1　影视录音工艺及其基本流程　　6.1.1
　影视录音工艺流程　　6.1.2　电影电视录音工艺　　6.1.3　数字电影电视制作工艺的异同　6.2　数
字电影及其录音工艺　　6.2.1　数字电影的概念　　6.2.2　电影数字化与数字电影　　6.2.3　数字电
影的制作方式与未来发展　　6.2.4　数字电影的技术优势　　6.2.5　数字技术对整个影视艺术的影响
　6.3　数字电影录音工艺的发展　　6.3.1　传统电影录音制作工艺　　6.3.2　多声道环绕立体声的制
作　　6.3.3　环幕数字电影录音　6.4　电视节目录音　　6.4.1　语言类节目的录制　　6.4.2　访谈节
目录音　　6.4.3　综艺节目录音　　6.4.4　电视剧（片）录音　　6.4.5　电视立体声技术的发展　6.5
　其他数字媒体作品的声音制作　　6.5.1　动画声音录制　　6.5.2　游戏声音制作　　6.5.3　广告声
音制作　　第7章　影视录音棚的建设　7.1　录音棚建设概述门　　7.1.1　录音棚的分类及组成门　
　7.1.2　录音棚建设步骤门　　7.1.3　录音棚建设的国家标准门　　⋯⋯第8章　影视录音制作设备
第9章　音频信号处理设备与系统的连接第10章　立体声拾音技术第11章　影视声音录制技术第12章　
影视音频后期编辑技术第13章　其他音频编辑软件的视频编辑功能第14章　影视声音的艺术构思和设
计第15章　影视声音与画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录音艺术>>

章节摘录

　　人耳可听音范围大致为20Hz.2 0kHz之间。
这样的频率跨度相对较大，对于当前扬声器技术条件下，单独的一个扬声器还不能覆盖这样的一个频
率宽度，至少效果不理想。
因此，使用多只具有一定频段宽度的扬声器共同来覆盖相对更宽泛的频段，成为了当前音响技术发展
的主流。
例如，一只音箱中有高、中、低三只扬声器单元，它们分别响应声音频率中高、中、低频的声音，最
终重现整个声音频率。
但是，高、中、低的三只扬声器单元在响应各自频段时，是不会按照理想的要求自动划分声音频率，
这就需要分频器来协调。
分频器的作用就是划分并连接不同频段之间各扬声器单元的器件，使得各个分离的频段得以重合成一
个宽广的完整频段。
　　分频器按工作方式分类，可分为两种：功率分频和电子分频。
　　功率分频是在声音信号进入到功率放大之后进行分频，通过高通、低通、带通等无源滤波器组成
的分频电路，把高音和低音信号分开，分别送到相应的高音和低音扬声器单元。
　　功率分频器优点是结构相对简单，成本较低廉。
但是，由于电感线圈体积较大，存在直流电阻，功率分频器容易产生较大插入损耗。
　　电子分频又称为主动分频。
与功率分频不同，电子分频是在音频信号送入功放之前，先通过电子分频电路进行分频，然后把分频
后不同频段的信号分别送到各自的功率放大器，驱动不同频段的扬声器单元。
　　电子分频的优点很明显，首先，由于是功放直接推动扬声器，没有功率分频器所产生的插入损耗
以及对阻尼系数的影响，因此，扬声器收放自如，声音清晰有力。
其次，电子分频的精度容易控制，分频点设置准确，扬声器单元只响应各自最适合的频段，扬声器单
元性能得到充分发挥。
电子分频的主要缺点是成本较高，电子分频的设计和调试较为复杂。
　　按分频频段多少划分，分频器可分二分频、三分频和四分频。
二分频是将音频信号的整个频带划分为高频和低频两个频段；三分频是将整个频带划分成高频、中频
和低频三个频段；四分频则是在三分频基础上再划分出一个超低频段。
分频点与分频斜率是直接影响分频品质的两个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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