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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终于看到两位年轻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的本书定稿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们
这个团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终于可以呈现给广大的热心读者了。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跟踪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动向，邀请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和录音师来学校开办录
音大师班论坛，走出国门与国外的同行进行研讨和交流，同时我们自己也在孜孜不倦地开展科研工作
。
本书的部分章节就源自两位主要作者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有些章节则是研究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学
术研究成果。
鉴于本书的结构，我们的部分实验性研究成果还不能体现在本书中，确实有些遗憾。
　　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录音学院(现影视艺术学院录音系)在国内很早就开展了关于数字
声频多声道环绕声技术的研究。
我系的李大康教授在国内首次进行了音乐厅内的多声道环绕声录音实践及其研究工作，我们指导的硕
士研究生刘晓飞、王鑫、吴帆、佟欣和唐舒岩等分别完成了多声道环绕声监听控制室设计、虚拟环绕
声技术、环绕声节目的主观评价、多声道与双声道格式变换，以及环绕声重放系统定位理论等方面的
研究工作；胡泽等多位年轻教师在数字声频的编码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涓涓细流汇成河，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些年来我国的多声道环绕声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不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都十分
引人注目。
相当多的家庭已经安装了能够重放多声道环绕声节目的声音重放系统，人们可以方便地欣赏到多声道
环绕声节目。
　　2008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届运动会首次对全部竞赛项目以高清晰度形式进行拍摄、传输和播出，为此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
机构)首次在IBC(国际广播中心)搭建了数字声频多声道环绕声的监听控制室，为全世界观众奉献出了
完美的视听盛宴。
　　关于声音的传输、拾取、记录和重放方法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从爱迪生的留声机到当今的多声道环绕声技术，人们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
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一定会欣赏到更加真实、美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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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环绕声技术的理论基础出发，按照环绕声节目制作流程，详细介绍了环绕声节目的前期拾
音、编解码技术、重放格式、控制室设计及上下变换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对环绕声拾音及各种制式的
特点和关系作了重点介绍。
　　本书内容翔实，实用性强，可作为本、专科院校录音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教材，同时也是从事录
音工作的相关人员不可多得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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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声频多声道环绕声技术》内容翔实，实用性强，可作为本、专科院校录音专业以及相关专
业的教材，同时也是从事录音工作的相关人员不可多得的参考用书。
　　1.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基金研究项目最终结果；　　2.条例清晰，实用性强；　　3.选题独特，
无可替代，技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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