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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类还处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时期，就开始了原始涂鸦和图腾摹画等媒介传播的信息
释放。
在科学和技术日趋进步和完善的今天，这种天性正被无限地放大，人类交流和传播的渴求也随着影视
技术的日新月异被大大扩展。
著名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曾经有个经典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
而今，影视技术则延伸了媒介。
摄影术的发明昭示着人类进入了“机器复制时代”（瓦尔特·本雅明），经过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得
当初简单的摄影而今已成为以电影、电视、广告、动画等多媒体为主导的、庞大而又综合的传媒系统
，以此应运而生的影像文化正全面渗透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和应对这种潜
在的力量。
　　传媒技术的更新使得影视传播理论不断被刷新，定位各异的影视专业也相继建立，现代影视传媒
专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融汇理论与技术、多媒体与多学科并存的综合学科，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
随着国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对文化建设和传播的日益重视，更多懂理论和实务的影视专门人才
正大量被社会所需，这也为高校影视方面人才的培养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
　　本套书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打造影视专业人才，集合了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经验编
写而成的。
本套书的编写针对多数同类教材在系统性和连贯性存在的不足，打破常规，注重双基，关注新媒体中
影像技术的发展，吸收最新的影视理论和技术成果，以注重基础、促进教学、关注前沿、强化实践、
精益求精为宗旨，特别强调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经典性和当代性、严谨性和规范性
、综合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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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社《现代传媒书系》其中的一本，该丛书是专门针对全国高等学校影视传媒的专业课程教材
，由于其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可读性等，长期以来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
其社会影响和经济价值相当良好。
本书从概论、多媒体系统、多媒体信息的压缩与存储、多媒体素材制作技术、多媒体节目开发、数字
电视传输标准与技术、超文本与超媒体、虚拟现实技术等八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多媒体技术及其在影视
传媒中的应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多媒体技术>>

作者简介

瞿堃，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斟学学院院长助理，教育技术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市
教育学会电教专委会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化学习与多元智能发展、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多媒体应用技术。
近年来，主持抑主研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国家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多媒体技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1.1 多媒体的基本概念　1.2 多媒体的基本特性　1.3 多媒体的应用领域　1.4 影视中的多
媒体技术　1.5 多媒体的发展趋势第二章 多媒体系统　2.1 多媒体关键技术　2.2 多媒体个人计算机
　2.3 多媒体系统的基本硬件　2.4 多媒体扩晨设备　2.5 多媒体软件第三章 多媒体信息的压缩与存储
　3.1 多媒体信息压缩概述　3.2 数据压缩基本原理　3.3 光盘存储技术　3.4 DVD存储技术第四章 多媒
体素材制作技术　4.1 图形图像技术　4.2 数字音频技术　4.3 计算机动画的创作技术第五章 多媒体节目
开发　5.1 多媒体节目的创作流程与组织管理　5.2 多媒体节目的软件开发方法　5.3 人机界面设计　5.4
多媒体著作系统　5.5 多媒体节目创作实例分析　5.6 多媒体制品的版权问题第六章 数字电视传输标准
与技术　6.1 数字电视传输标准　6.2 数字广播电视网络　6.3 网络电视技术　6.4 数字交互式电视技术
第七章 超文本与超媒体　7.1 超文本与超媒体的概念　7.2 超文本与超媒体的系统　7.3 Web系统的超文
本标记语言第八章 虚拟现实技术　8.1 虚拟现实的基本概念　8.2 虚拟现实造型语言（VRML）　8.3 虚
拟演播室技术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多媒体技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1.2 多媒体的基本特性　　1.2.1 多媒体的多样性　　多媒体的多样性是相对于计
算机而言的，有人又将之称为“多维化”。
多样性指的就是多媒体技术具有的处理信息范围的空间扩展和放大的能力。
多媒体的多样性，可以使得计算机所处理的信息不再局限于数值、文本，而是广泛采用图像、图形、
视频、音频等信息形式来表达思想。
使人类的思维表达不再局限于线形的、单调的、狭小的范围内，而有了更充分、更自由的余地，即计
算机变得更加人性化。
　　人类对于信息的接收和产生主要在五个感觉空间内，即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其中前
三者占了95％以上的信息量。
借助于这些多感觉形式的信息交流，人类对于信息的处理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但是，计算机以及与之相类似的一系列设备，都远远没有达到人类的水平。
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不得不忍受着种种变态：信息只能按照单一的形态才能被加工处理，只能按照单一
的形态才能被理解。
计算机在许多方面必须要把人类的信息进行变形之后才可以使用。
可以说，在信息交互方面计算机还处于初级水平。
而多媒体就是要把机器处理的信息多样化或多维化，使之在信息交互过程中，具有更加广阔和更加自
由的空问。
　　多媒体的多样化或多维化，不仅仅是指输入，而且还指输出。
目前主要包括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
但输入和输出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对于应用而言，前者称为获取(capture)，后者称为表现(presentation)。
如果两者完全一样，这只能称之为记录和重放，从效果上说并不是很好。
如果对其进行变换、组合和加工，亦即我们所说的创作(authoring)，则可以大大丰富信息的表现力和
增强效果。
这些创作手法也就是为了更好地组织信息和表现信息，从而使用户更全面更准确地接受信息。
这种形式和方法实际上在电影、电视的制作过程中早已屡见不鲜，今后在多媒体应用中会越来越多地
使用。
　　1.2.2 多媒体的集成性　　多媒体中的集成性可算是多媒体技术发展的一次飞跃。
早期多媒体中的各项技术都可以单一使用，但很难有较大的作为，因为它们是单一、零散的，如单一
的图像、声音、交互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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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着各自独立的发展不再能满足应用的需要。
信息空间的不完整，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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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制约应用的进一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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