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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摄像机最先应用于广播电视等传播领域，其拍摄与记录是由两台独立的设备连接一起来完成的。
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制造水平的提高，使得摄与录的设备逐渐合二为一。
形成目前广泛使用的摄录像一体机。
在简化了电视摄像的繁累的同时，也揭去了电视摄像的神秘面纱，逐步面向大众，走入家庭，即将摄
录像一体机简称为摄像机，但现在的称谓与发明之初称谓的摄像机，不管是外观、功能和信号处理等
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
　　摄像机在设计和制造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相应的信号数字处理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技
术和精密机械加工技术等高科技的成果，生产出家用型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简称DV机的同时，逐
渐缩小专业机与家用机之间的性能差别。
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并逐步大众化的今天，电视摄像与制作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喜爱。
他们利用手中的DV机和丰富的计算机知识，记录着身边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制作出永久的生活记
忆。
　　摄像机作为集光、电、磁、机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在发明之初到如今广泛使用，一直是在不断
引入相关的科技成果来完善和发展自身的性能。
正如一件高科技工业产品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一样，我们编写的这本教材虽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
用过一段时间，但肯定也存在着不少的不足，衷心希望读者能真诚地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使我们
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
　　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得到程勇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教诲，以及陈顺音和田洋等友人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我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地感谢！
　　张　东　　2003年12月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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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码摄像技术与制作》主要介绍：数码摄录像一体机的发展历程、部件构成和工作原理；功能
使用、拍摄技巧和用光构图，以及应用多媒体软件，运用计算机平台进行音像节目后期的非线性编辑
合成，最后还简要地说明摄录像机的日常维护保养。
此书既可作为各大中院校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成为DV摄像制作爱好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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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　　论1．1　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概述一、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发展历程二、数字化摄
录像一体机的记录方式三、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特点四、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发展方向1．2　数
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种类一、按摄录像一体机的用途分类二、按摄录像一体机使用的光一电转换器件
分类三、按摄录像一体机所使用的摄像管的数目分类四、按摄录像一体机的使用场合分类五、按摄录
像一体机与录像机的连接状况分类六、按记录信号的编码方式分类七、按信号记录在磁带上的格式来
分类1．3　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组成一、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摄像部分二、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
的录像部分三、定时器和显示系统四、操作及遥控接收系统五、电源电路1．4　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
的基本功能一、自动／手动光圈调整(AUTO／MANUAL IRIS)二、自动／手动聚焦三、电动／手动变
焦四、白平衡调整(WHTE BALANCE SET)五、其它通用功能1．5　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特殊功能1
．6　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拍摄调节功能第2章　数字化摄录像一体机的工作原理2．1　光学系统一
、变焦镜头的工作原理二、调整变焦镜头工作时的几个基本概念三、分光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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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组合编辑与插入编辑适合于非广播缓专业编辑者和家庭业余制作者使用。
这两种编辑方式都可以将图像素材一段、一段地组接起来，在编辑结果上看不出什么差异廖若需要将
图像素材按顺序组接时，可采用组合编辑；若需要在已录制的信号里插入一个新的信号而取代原信号
时，可采用插入编辑。
　　对于组合编辑来说，在编辑启动前，素材带与编辑带都需要自动倒带至编辑入点前5—10秒处，而
后再顺向走带至编辑人点处自动启动编辑，将素材带上的视频信号、音频信号以及控制信号从编辑入
点开始，全部复制到编辑带上。
在这过程中，放像视需要编辑机提供同步控制信号，使走带速度与编辑机同步，从而避免编辑点处的
图像信号出现不稳定或跳动现象。
在编辑出点，由于编辑带无控制信号，当素材信号播放结束时，与编辑机相连的监视器屏幕上显现出
雪花点。
　　插入编辑可以对视频信号或音频信号进行单独编辑，也可以对已编辑好的节目带中不满意的部分
素材信号（包括视频、音频信号）用其他一段素材信号进行重新编辑，抑用插入一段素材信号来覆盖
原有信号。
　　（2）直接络辑与复髓编辑　　在广播电视台制作高要求的电视节目时，经常使用时码编辑法，
时码编辑系统饷设备是由精度高、价格贵的高档编辑枫系统组成。
为了减少设备的损耗，延长使用周期，时码编辑常采用的方式有直接编辑与复制编辑。
　　对于一些急于播放的或新闻性很强的电视节目，为了及时制作播放，编辑人员常常直接使用时码
编辑系统。
通过选择与．认读素材带上信号的时码，确定编辑点，从而将素材带上的信号按时码数编人到编辑带
。
因整个编辑过程一直使用高档编辑设备，增加了设争的损耗，故制作经费较高。
　　对于一些艺术要求高、制作时间充裕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员常常用一盘普通盒式磁带复制下高档
素材带上的信号与时码数据，编辑人员可以使用一般的编辑系统对复制素材带反复寻看，确定编辑点
进行试编，而无须磨损高档原版素材带与长时间占用高档编辑设备。
对试编带进行精心编排，确定编辑计划，直至取得满意的效果，同时记下素材带的每个编辑点的时码
数据，然后使用原版素材带运用高档时码编辑系统进行正式编辑。
此时，编辑人员无须考虑其他问题，只要按记下的时码数据进行编辑即可。
因此，复制编辑法既能保证编辑质量，又减少高档编辑设备的损耗和原版素材带的磨损，是一种较经
济实用的编辑方法。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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