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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2000年已出版的《多媒体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多媒体技术的最新技术进展修改编写完
成的。
原书出版以后得到了广大读者与其他高校教师的鼓励和肯定，被部分高校选作相应课程教材。
然而，经过若干年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原书中部分作为发展方向的预测已经变成了现实，甚至大大超
过预期；有些内容由于技术进步需要重新书写，因此有必要对原书进行一次大的修订，以反映多媒体
技术的最新技术进展。
多媒体技术从诞生到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多媒体技术将电视式的视听信息传播能力与计算机的交互控制功能相结合，创造出集文、图、声、像
于一体的新型信息处理模式。
除了计算机系统本身的多媒体化，多媒体技术与点播电视、智能化家电、网络通信等技术相互结合，
使多媒体技术进入了教育、咨询、娱乐、企业管理和办公室自动化等各个领域；多媒体技术与控制技
术相互渗透，在工业自动化测控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目前，家庭教育和个人娱乐成为国际多媒体技术应用市场的主流，内容演示和管理信息系统是多媒体
技术应用的重要方面，而多媒体通信和分布式多媒体系统成为多媒体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国内各高校已出版的各类多媒体方面的教材与书籍中，有的侧重多媒体体系结构，理论方面的意义
较大；有的偏重多媒体技术在通信方面的应用：有的主要讲述多媒体计算机及其硬件组成；还有的重
点讲述多媒体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
本书的特点在于针对一般普通高等院校通信、电子、信息、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学生，从多媒体技术的
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特别是根据大部分学生先修课程安排的特点，加强了对各类
媒体信息基础知识的介绍，努力使该书内容适合教学需要，并尽量做到简单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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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媒体技术（第2版）》分为7章，系统介绍了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各种媒体信息的表示和
编码方法；多媒体数据关系、数据库及内容查询；多媒体终端构成及工作原理；多媒体信息存储技术
与存储策略；多媒体信息获取与输出技术；多媒体通信及其应用系统。
通过阅读《多媒体技术（第2版）》，可帮助读者掌握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技术原理，了解
多媒体通信系统的体系结构、相关技术标准和最新发展状况。
《多媒体技术（第2版）》的重点是多媒体的基本概念与媒体表示方法，以及多媒体通信系统；难点
是多媒体信息的压缩、媒体同步概念与同步机制等。
　　《多媒体技术（第2版）》的主要读者对象是通信、电子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可供相关专业
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培训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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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2.1.1 人类视觉特性与电视技术基础2.1.2 图像及视频信息的数字化表示2.1.3 视频数字压缩编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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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关系3.1.1 多媒体数据特点3.1.2 多媒体数据约束关系3.2 超媒体技术3.2.1 超媒体的概念3.2.2 超媒体系
统的组成和原理3.2.3 超文本标记语言3.2.4 同步多媒体集成语言3.3 多媒体数据库3.4 内容查询第4章 多
媒体终端技术4.1 多媒体终端4.1.1 多媒体终端形式4.1.2 多媒体终端接口及信息存储4.2 多媒体终端软件
平台4.2.1 多媒体终端软件分层结构4.2.2 多媒体操作系统4.2.3 多媒体著作工具4.2.4 多媒体计算机中的媒
体播放软件4.3 多媒体终端外部设备接口4.3.1 USB通用串行总线规范4.3.2 IEEE-1 394串行接口标准4.3.3
eSATA接口4.3.4 高清晰多媒体接口4.3.5 网络接口第5章 多媒体信息存储5.1 磁盘存储系统5.2 光盘存储系
统5.2.1 光盘结构及读取技术5.2.2 光盘类型5.3 半导体存储系统5.4 多媒体数据存储策略与方式第6章 多
媒体信息获取与输出技术6.1 视频信息采集与显示6.2 音频信息采集与播放6.3 图形图像信息输入设备6.4
文字信息输入技术6.4.1 联机笔输入技术6.4.2 脱机文字识别6.5 语音输入／输出技术6.5.1 语音识别6.5.2 
语音合成6.6 其他多媒体输入技术6.6.1 指点设备6.6.2 触摸屏6.6.3 手柄第7章 多媒体通信7.1 多媒体通信
业务与需求7.2 多媒体通信中的同步7.3 多媒体通信网与信息传输技术7.3.1 多媒体宽带通信网7.3.2 宽带
干线传输技术7.3.3 宽带交换技术7.3.4 宽带接入技术7.4 多媒体会议系统7.4.1 会议系统的分类7.4.2 多媒
体会议与协同工作7.4.3 多媒体会议系统结构7.4.4 不同网络环境下的多媒体会议系统7.5 交互多媒体信
息点播系统7.5.1 多媒体信息点播系统的基本概念与分类7.5.2 VOD系统结构与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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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促进多媒体技术走向成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的关键技术涉及多媒体信息的获取与输出技术、
多媒体信息压缩技术、多媒体信息的存储技术、多媒体信息的检索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以及多媒体
技术的软硬件支撑平台等。
1.多媒体信息的获取与输出技术一般来讲，多媒体信息的获取与输出主要指人机交互的界面，它介于
用户和多媒体系统之间，是人与多媒体系统之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是用户使用系统的综合操作
环境。
通过人机界面，用户向系统提供命令、数据等输入信息，这些信息经系统处理后，又通过人机界面，
把产生的输出信息回送给用户。
可见人机界面的核心内容包括了信息的显示风格和用户的操作方式，它集中体现了多媒体系统的输入
／输出功能，以及用户对系统的各个部件进行操作的控制功能。
多媒体技术可使用户用十分自然的方式与系统交互，从而改善了人机界面。
在多媒体技术推出之前人机界面并不友好，普遍采用字符界面，用户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各种字符信息
，而用户输入计算机的也是字符。
用户接收信息的装置主要是字符终端，主要的输入工具是键盘。
现在，多媒体终端普遍采用图形图像以及活动视频和声音作为信息输出手段；而采用鼠标、跟踪球、
电子笔、触摸屏、扫描仪、数码相机、数字摄像头和音／视频采集卡作为输入设备，大大改善了人机
接口，使多媒体系统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丰富。
随着技术进步，采用语音识别、图形图像识别和图像理解等先进技术，人机接口将越来越方便人们对
多媒体终端设备的使用。
使计算机具有类似于人一样的说话能力和听懂人说话的能力是多媒体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是实现人机语音通信，建立一个具有听、说能力的智能系统所必需的两项关
键技术，目前这两项关键技术均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出了大量实用系统。
目前，语音识别输入产品的识别率相当高，有6万条以上的词汇表，覆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此
外，20余万条词汇的备份字典，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空间。
针对行业的特殊需要，还可提供加装专业语库的接口，如用于法律和医学的专业语库，大大提高了专
业用语识别的正确性。
语音识别技术发展到今天，特别是中、小词汇量非特定人语音识别系统识别精度已经大于98％，对特
定人语音识别系统的识别精度就更高。
与进行语音输入所用的语音识别技术相对应，利用语音合成技术可实现语音的输出，为人们提供全新
的服务。
在银行、邮局、劳保、证券、专利、信访声讯服务系统中，借助文一语转换TTS技术把数据库中的文
字变成声音，用户可利用电话收听即时变化的信息。
目前，合成语音的可懂度、清晰度已基本解决，但自然度还不尽如人意，表现力的差距较大，技术的
成熟度、应用的广泛性还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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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媒体技术(第2版)》：信息通信专业教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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