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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视音频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广播电视领域由模拟走向数字的革命性变革进程。
非线性编辑技术作为广播电视数字化过程中的核心技术，集中体现了数字视音频技术的最新成果，并
以其功能强大、编辑质量高、设备集成度高、易实现资源共享等优势，在电视节目制播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
随着近年来数字媒体产业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和优先发展的产业，诸如影视动画、网络动漫、网络游戏
、数字视音频、多媒体传播、远程教育、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行业都得到快速发展，使得数字
媒体内容的需求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非线性编辑技术作为数字媒体内容制作的重要技术之一，也
进一步扩大了应用领域。
　　正是由于非线性编辑技术在数字媒体内容制作领域得到普及应用，所以各高校在数字媒体技术、
动画与游戏、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大多都开设非线性编辑课程。
当前各高校开设非线性编辑课程的一个难点是难以找到一本合适的教材。
国内各出版社虽也曾出版过一些关于非线性编辑的图书，这些图书也各有其特点，但由于这些图书或
者只关注非线性编辑软件应用，或者对非线性编辑原理与技术介绍不全面，或者由于出版时间较早而
不能反映非线性编辑技术的新进展，所以目前还难以适合于作为高校有关专业的教材。
正是考虑到教学的需要，本书作者在多年的数字视音频技术与非线性编辑教学与实践基础上，在清华
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尝试编写本书。
　　本书对非线性编辑原理与技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介绍了视音频编辑的相关基础知识，详细
说明了非线性编辑系统原理与制作流程，较好地反映了非线性编辑技术的新进展及应用的发展趋势，
对非线性编辑应用实践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与总结。
全书共分8章，内容包括视音频编辑理论、数字视音频技术、视音频编辑系统、非线性编辑系统、非
线性编辑制作流程、非线性编辑系统的管理、非线性编辑系统与软件介绍、非线性编辑技术及其应用
的发展趋势等。
本书有利于读者提高编辑理论水平，系统掌握非线性编辑技术，了解有代表性的非线性编辑系统与软
件，把握非线性编辑技术的发展趋势，提高非线性编辑应用实践能力。
另外，本书逻辑体系较清晰，便于教师组织教学，也有利于读者阅读。
本书适合于高校的数字媒体技术、广播电视、动画、游戏、新闻传播、网络传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教育技术等相关专业的大学本专科学生和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教材，也适合于影视制作人员、动画
与游戏开发人员、多媒体设计开发人员、相关专业的教师以及影视制作的业余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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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线性编辑原理与技术》对非线性编辑原理与技术进行了系统的闸述，介绍了视音频编辑的相
关基础知识，详细说明了非线性编辑系统技术原理与制作流程，反映了非线性编辑技术的新进展及应
用的发展趋势，对非线性编辑应用实践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与总结。
《非线性编辑原理与技术》共分8章，其中第1章和第2章介绍了视音频编辑的基础知识，包括视音频编
辑理论和数字视音频技术，第3章介绍了视音频编辑系统，第4章和第5章具体讨论了非线性编辑系统技
术原理与非线性编辑制作流程，第6章介绍了当前主要的非线性编辑系统与软件，第7章讨论了非线性
编辑系统的管理，第8章探讨了非线性编辑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趋势。
全书内容体系完备，内容翔实，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文字表达专业规范，图例丰富。
　　本书适合于高等学校的数字媒体技术、广播电视、动画、游戏、新闻传播、网络传播、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的大学本、专科学生和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教材，也适合于电视制作人员、动画
与游戏开发人员、多媒体设计开发人员和相关专业的教师等作为提高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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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系统网络化发展8.2.3高清非线性编辑系统8.2.4媒体资产管理思考与练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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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视音频编辑理论　　1.1　视音频编辑概述　　1.1.1　视音频编辑的发展历程　　视音频
编辑包括电影剪辑和电视编辑。
电影剪辑是通过镜头组接技巧完成对电影视听艺术的剪辑的。
电影剪辑可以增强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剪辑技术是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成熟的，并形成了一套剪辑理论，即“蒙太奇理论
”，这些系统的理论为视音频编辑提供了理论基础。
电视编辑沿用了电影剪辑的理论，并且在技术上得到了飞速发展，特别是在计算机技术以及数字压缩
技术的成熟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对电影剪辑和电视编辑的发展历程的了解有助于更好地学习视音频编辑技术。
　　1.电影的诞生与影视剪辑　　电影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
19世纪末，照相技术的发展为早期电影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上，电影事业的先驱者们为电影的诞生做出了许多努力。
乔治?伊斯曼发明了感光胶片，为早期电影提供了最原始的载体。
托马斯?爱迪生1888年制作了一台摄影机，可以在一条约50英尺的软片上以每秒16格的频率连续拍
摄600余幅画面，也就是一条软片可以拍摄大约不到一分钟的景象。
他还发明了一种叫做kinetoscope的电影箱，可供一人通过放大镜观看冲洗出来的样片。
　　而电影真正诞生是在1895年。
法国人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摄影机和放映机合为一体，
在巴黎卡普辛大街一个咖啡馆的地下室里，首次实现了电影的公开放映。
因此，1895年12月28日这天被公认是电影诞生的日子。
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的他们制作的影片——《工厂大门》，也成为人类电影制作中的第一部。
同一天，他们还公映了《火车到站》、《婴儿喝汤》、《水浇园丁》、《拆墙》等。
这一壮举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然而，由于当时的一本胶片只有50英尺，也就是17米左右，所以一部电影可以拍摄的时间也不能
超过1分钟。
最初的电影只能在固定的机位、从固定的视角、以固定的景别对事物进行拍摄。
这就决定了当时的电影所拍摄的内容就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电影工作者在拍摄时从头到尾只能用一个镜头来完成。
这种“一个镜头”的电影是无须剪辑的。
画面内容没有任何处理的痕迹，更不用说是特效的制作了。
在这之后的两年里，绝大多数电影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拍摄的，在片长和拍摄技法上没有实现突破。
虽然这种活动的影像在开始阶段会令观众感到新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样的电影渐渐失去
了兴趣，这就对电影拍摄与制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线性编辑原理与技术>>

编辑推荐

　　反映了非线性编辑技术的最新发展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提供配套的教学资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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