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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表明，正常人对除自身以外信息的获得，95％以上是通过视听觉途径获得的。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随着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类越发强化了通过视听觉途径获求信
息的习惯，这样，“活动影音”信息的获得和使用就无可非议地排到了人们获得外部信息的最突出的
位置。
所以，研究活动影音信息的采录、编辑、存储、传输以及显示的方法和技术在影视、娱乐、通信、教
育、医学、监控、科学研究等领域尤为活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视频技术。
　　数字视频技术正是在视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推动下成长起来的
一个有着更加广泛应用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
数字视频技术研究的本质和范围是在数字多媒体环境下，如何更高效化地适应不同场合和不同应用的
将活动影音采录、编辑、存储、传输以及显示的方法和技术。
　　数字视频技术下的活动影音信息已不再是一个连续的随时间变化的模拟电信号信息，而是一个由
离散数字“0”和“1”编码的能够记录和传输的比特流。
因此，这种全新的表示、表达活动影音的信息媒介形式被称为“数字视频”。
　　本书以数字视频为主线，系统地讨论了视频的由来和数字视频基础理论、广义数字视频及其分类
、数字图像与图像序列视频、摄录系统的数字视频、数字视频拍摄、桌面数字视频的获取、数字视频
非线性编辑制作、数字视频的压缩和压缩编码格式、桌面可编辑数字视频的导出与存储媒体、数字视
频的流式传输技术、数字视频与多媒体通信等内容。
在内容上既有“系统的理论梳理”，也有“强技能的操作案例”；既注重用理论支撑技能，也关注用
实际操作来验证理论内容，从而拓展读者的综合能力，并有所侧重地将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
　　为了使本书不失系统性，各专业学生在使用本书时可根据学时情况，在理清数字视频脉络的前提
下可以有所侧重。
作者也力求在内容上更突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性、时效性和通用性”，强调重视学生知识、技能以
及综合能力的全面训练和提升。
　　本书参阅了大量的著作、刊物和网站，在此对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著者的学识和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当和错漏，还望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得到了吴访升博士、陈兴瑞教授、古春生博士、徐亚平副教授、黄纯国副
教授、郭丹老师、戴仁俊老师、陈湘军老师、张杰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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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数字多媒体环境下，数字视频从摄录、采集、编辑制作到存储与传输等各个环节，以及适应不
同场合、不同应用的压缩编码、格式转换等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内容主要包括：数字视频基础、广义数字视频及其分类、数字图像与图像序列视频、摄录系统的数字
视频、数字视频拍摄、数字视频非线性编辑制作、数字视频的压缩和桌面回放、桌面可编辑数字视频
的导出与存储媒体、数字视频的流式传输技术、数字视频与多媒体通信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数字媒体、教育技术、广告、摄影、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
事多媒体影视制作的相关人员以及DV摄影爱好者的参考书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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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什么是数字视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数字DSP芯片技术，
以及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进展，一方面，各种视频设备和计算机多媒体外部设备相继采用微处理器技
术尝试数字化控制和数字化处理，使得视频媒体的图像质量、操作控制、轻便化、小型化等性能都有
了长足的提高；另一方面，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也在逐步占领着图形图像、视频处理等多媒体制高地。
两方面的竞争和融合显得尤为活跃，而且遇到的问题同样都是“视频的数字化处理必然带来数据存储
空间和高速运算处理”的难题。
这不得不使计算机领域与视频领域再作亲密的结合，以解决两个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用统一的视音频压缩编码标准兼容各自的多媒体系统，推广流行的数字视频标准。
这样，一个以Codec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领域——“数字视频技术”领域就形成了（这里所说
的Codec可以是一款软件，也可以是固化成用于视频文件的压缩和解压缩的专用程序芯片）。
显然，这个有着广泛应用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所研究的本质和范围就是如何更加高效化地适应不同场
合和不同应用地将活动影音文件采录、编辑、传输、存储，以及显示和交互的一系列方法和技术。
由此，在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大环境下，演绎了一幕幕视频媒体数字化和数字视频流行化的壮观场景。
　　1.2.1 数字视频的特点　　由于视频最初是以模拟的电信号形式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数字视
频的发展也就必然从模拟视频数字化开始。
这既是视频技术要求的，同时也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要求的。
只是有些人试图从信号上游做数字化工作，有些人希望从下游做融合沟通的数字化工作。
无论怎样，他们都面临着数字化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下，数字视频与模拟视频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1）在数字环境下，视频（包括音频）从整体上讲已不再是一个连续的随时间变化的电信号，而
是一个由离散数字“0”和“1”编码的能够传输和记录的“比特流”。
　　2）在数字环境下，活动影音的图像也不再是连续的电子图像，而是一个不连续的以像素为单元
的点阵化数字图像。
图像的清晰与否是由点阵化的像素数量决定的。
　　3）未经压缩的原始数字视频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目前，数字视频比照“标准模拟视频”的满屏有效像素（PAL／720×576像素；NTSC／720×480像素
），时基和帧率遵从原有的视频制式。
例如，1分钟满屏真彩色数字视频需要1.5 GB的存储空间。
如果要求它按正常时基和帧率显示播放，其数据传输率至少在27Mbit／s以上。
　　4）在数字环境下，数字视频有无数种“媒体格式”。
它们大都是按照不同的压缩编码标准、存储介质类型、记录方式、应用领域及其平台类型等形成自己
不同的格式标准。
　　5）在数字环境下，数字视频是可以进行非线性编辑和非线性检索的，并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实时
和非实时播放，以及适应带宽条件调整画面分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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