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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影像技术（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
数字影像技术是发展异常迅猛的新兴技术，在教育、科技、军事、医疗、新闻、出版、艺术、商业等
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字影像技术（第2版）》是一本系统探讨和研究数字影像技术、摄影技术与艺术的教材。
《数字影像技术（第2版）》共分7章，内容涉及数字摄影体系构成，数字照相机的结构、使用与维护
，数字拍摄技术、构图与创意，数字影像加工处理与创意手法，数字影像的输出与呈现及采集技术等
。
《数字影像技术（第2版）》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美术、新闻、设计、广告、印刷、数
字媒体、电视编导、医学影像等专业数字影像技术、摄影等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在职教师培训
和继续教育用书，还可作为高校素质教育摄影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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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与“胶卷照相机拍摄+暗房加工”的传统摄影相比，数字摄影具有环境好、质量优、
效率高、形式多、有助于发挥人们影像创造力等优势。
数字影像技术的诞生与逐渐完善，使影像的加工处理“弃暗投明”——加工影像由传统的暗房加工方
式变为利用计算机进行的明室加工处理方式。
历史悠久的暗房加工方式，对摄影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历史上没有这种加工方式，摄影就不能得以发展，拍摄后的感光材料就只能停留在无法让人们看
到影像的潜影阶段，或者停留在负像、小画幅阶段，或者只能得到低质量的照片。
然而，作为工业革命产物并有百余年历史的暗房加工方式，其不足也是明显的，其最大不足在于迫使
人们在“暗”、“蚀”的环境下工作。
“暗”是指照片加工一般在暗房的暗环境或全黑条件下进行，“蚀”是指加工时人们免不了要与有毒
的、有腐蚀性的化学品打交道，忍受化学品刺鼻气味的“熏陶”。
数字化使照片加工告别暗房，而改在时尚的电子工作室、数字影像工作室中进行，这更符合以人为本
的现代社会要求。
数字影像技术使影像质量得到极大提升。
无论是拍摄得到的还是扫描得到的数字影像文件，不管复制多少次，都不会产生失真和损失，不存在
传统复制“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在传统暗房施以技法只能是粗放式、粗线条的加工，而影像数字
化加工定位之精确、加工精度之高是其他任何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数字影像由一个个像素组成，
每个像素又是用若干个二进制数表示，利用计算机可以方便、精确地定位，并对任何像素进行加工，
而且像素亮度可在几百级至数万级之间调节，加工空间精度可精确到画面的几百万之一至几千万分之
一。
数字影像技术使影像的获取、处理和传输变得非常快捷。
当使用数字照相机拍摄时，按下快门按钮，数字影像就可以立即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现，并可以立即通
过移动通信设备和网络进行传输。
利用计算机加工影像，能在瞬间完成过去暗房加工必须付出通宵达旦努力才能完成的特技加工，各种
特殊效果的实现可以说是“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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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影像技术(第2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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