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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而多媒体技术是当今信息技术领域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技术，正潜移默化
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多媒体技术融计算机、声音、文本、图像、动画、视频和通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借助日益普及的高
速信息网可实现计算机的全球互联和信息资源共享，因此广泛应用于出版、教育、商业、影视、娱乐
等诸多领域。
　　由于多媒体技术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的技术很多，知识更新快，因此编者在教材内容的取
舍、知识深度的把握和内容结构的编排上都进行了周密的考虑。
按照“对多媒体技术的认识一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一流媒体技术一多媒体合成软件的使用一音频、视
频文件处理一综合案例”这样一个对多媒体技术的认识、掌握、运用的流程，将内容进行整合，将知
识点融人项目中，让读者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掌握所学知识，突出技术实用性和先进性。
　　本书特点项目式教学：本书所有内容采用项目式的模式，每个项目下面又分为几个小任务，将知
识点融入项目当中，让读者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掌握所学知识。
　　案例经典：通过十几个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详细介绍软件的使用技巧，案例突出实用性和趣
味性。
　　讲解细致：翔实的操作步骤和清晰的整体结构，使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读者，都可以
制作出案例的最终效果，享受成功的喜悦。
　　配有项目实训：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配有项目实训的内容，方便学生动手实践，达到巩固课堂内容
、掌握所学知识、提高学习兴趣的目的。
　　本书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编写，湖南交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曾慧敏、姚方元老师担任
主编，包头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黄丽明老师、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孙英老师担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湖南交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李斌老师（第1章）、周兴旺老师（第2章）、曾嵘娟老
师（第3章）、曾慧敏老师（第4、5章）、胡杰老师（第7章），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张建明老师（
第5章），包头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夏永秋老师（第6章），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吴廷焰老师（第8
章）、黄丽明老师（第9章），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孙英老师（第10章）。
衡阳广电集团网站常雄晖老师任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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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职院校项目式教学改革的思路编写，主要介绍了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多媒
体数据压缩技术，网络流媒体技术，数字音频、视频处理技术和多媒体制作软件Authorware的相关知
识。
本书重在应用，旨在通过项目的实践，提高学生对多媒体作品的素材采集、艺术创作和综合应用能力
。
    本书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配有项目实训，配套光盘中有每章对应的素材和源文件，可供读者上机练习
。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多媒体技术各类培训班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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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多媒体基础知识  项目一 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    任务1 认识多媒体和多媒体技术的概念    任务2 
了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领域  项目二 多媒体素材的采集和使用    任务1 文字素材    任务2 图像素材    任
务3 声音素材    任务4 动画素材    任务5 视频素材  项目三 多媒体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    任务1 认识多媒
体计算机的硬件设备    任务2 了解多媒体计算机的软件系统  项目实训第2章 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  项目
一 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    任务1 认识数据压缩技术    任务2 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概述    任务3 了解数字
音频、视频的压缩标准和数据压缩的实现  项目二 常用多媒体数据压缩软件    任务1 用千千静听软件压
缩音频文件    任务2 用TMPGEnc Plus-MPEG软件压缩视频文件  项目实训第3章 网络流媒体  项目一 流
媒体技术    任务1 认识流媒体技术与顺序下载技术    任务2 了解流媒体的特性及要素  项目二 流媒体系
统的组件与流媒体的应用    任务1 了解流媒体系统的组件    任务2 了解流媒体技术的应用领域  项目三
Flash流媒体技术    任务1 认识Flash流媒体技术    任务2 了解Flash流媒体服务器  项目实训第4章 学会使
用Authorware  项目一 掌握AuthorWare的基本操作    任务1 Authorware的安装、启动与退出    任务2 熟
悉Authorware的工作界面  项目二 制作一个简单的多媒体作品    任务1 我的第一个多媒体作品    任务2 文
件的打包与发布  项目实训第5章 简单图标的使用  项目一 绘制“welcome”作品    任务1 导入图像    任
务2 绘制图形  项目二 制作“昆虫世界”多媒体作品    任务1 等待图标的使用    任务2 设置特殊过渡效果
 项目三 制作“花丛飞舞”多媒体作品    任务1 导入图像    任务2 制作蜜蜂飞舞效果  项目实训第6章 交
互图标和判断图标的应用  项目一 “电子相册”制作    任务1 程序界面的制作    任务2 交互结构的制作   
任务3 按钮样式及属性设置    任务4 程序内容的完善  项目二 “拼图游戏”制作    任务1 程序界面的制作
   任务2 交互结构的制作    任务3 响应内容的完善  项目三 “应用下拉菜单切换”实例制作    任务1 程序
界面的制作    任务2 下拉菜单及快捷键设置  项目四 “音乐相册”制作    任务1 程序界面的制作    任务2 
交互结构及条件参数设置    任务3 退出结构制作  项目五 “小字典”制作    任务1 程序界面的制作    任
务2 交互分支的制作    任务3 退出结构制作  项目六 “按键选择界面”制作    任务1 程序界面的制作    任
务2 交互分支的制作  项目七 “密码输入框”制作    任务1 程序界面的制作    任务2 交互分支结构的制作
 项目八 “成绩评估系统”制作    任务1 程序界面的制作    任务2 分支结构的制作  项目实训第7章 框架
图标的应用  项目一 制作“宠物世界”多媒体作品    任务1 创建程序框架    任务2 实现导航功能    任务3 
实现文本导航功能  项目二 制作“通信录”多媒体作品    任务制作“导航”和“页面”部分  项目实训
第8章 变量、函数和数据库操作  项目一 变量、函数和语句的使用    任务1 变量的使用    任务2 函数的使
用    任务3 运算符、表达式和语句的使用  项目二 自动考试系统    任务自动考试系统的实现  项目三 “
贪吃蛇”多媒体游戏制作    任务1 游戏界面和基本结构制作    任务2 游戏运行控制过程制作    任务3 游
戏结束界面制作  项目四 变量和函数综合应用    任务1 音量控制    任务2 Midi音乐的循环播放与暂停控
制    任务3 抛物线的绘制  项目实训第9章 音频、视频信息的加载  项目一 录制“沁园春·雪”配乐诗朗
诵    任务1 录制话筒声音    任务2 录制背景音乐    任务3 编辑录音文件  项目二 录制“校园新景”视频资
料    任务1 学会使用数码摄像机    任务2 将视频文件导入计算机    任务3 用PermiereprocS3编辑视频资料   
任务4 用PermiereProCS3输出视频资料  项目实训第10章 综合案例  项目 “惜别校园多媒体光盘”制作    
任务1 “惜别校园多媒体光盘”设计思路    任务2 “惜别校园多媒体光盘”片头制作    任务3 “惜别校
园多媒体光盘”主体内容制作    任务4 “惜别校园多媒体光盘”的打包与发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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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能较快地传输各种信号，如传真、Modem通信等；　　（2）在现有的通信干线并行开通更
多的多媒体业务，如各种增值业务；紧缩数据存储容量，如CD、VCI）和：DVD等；　　（3）降低
发信机功率，这对于多媒体移动通信系统尤为重要。
　　由此看来，通信时间、传输带宽、存储空间甚至发射能量，都可能成为数据压缩的对象。
　　2.数据为何能被压缩　　首先，数据中间常存在一些多余成分，即冗余度，如在一个计算机文件
中，某些符号会重复出现，某些符号比其他符号出现得更频繁，某些字符总是在各数据块中可预见的
位置上出现等，这些冗余部分便可在数据编码中除去或减少。
冗余度压缩是一个可逆过程，因此称为无失真压缩，或称为保持型编码。
　　其次，数据之间尤其是相邻的数据之间，常存在着相关性，如图片中常常有色彩均匀的背景，电
视信号的相邻两帧之间可能只有少量的变化影物是不同的，声音信号有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
，等等。
因此，有可能利用某些变换尽可能地去掉这些相关性，但这种变换有时会带来不可恢复的损失和误差
，因此称为不可逆压缩，或称为有失真编码、熵压缩等。
　　此外，在欣赏音像节目时，由于人的耳、目对信号的时间变化和幅度变化的感受能力都有一定的
极限，如人眼对影视节目有视觉暂留效应，故可将信号中这部分感觉不出的分量压缩掉。
这种压缩方法同样是一种不可逆压缩。
　　对于数据压缩技术而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尽量降低数据存储空间和传输频带，同时保持一定的
信号质量。
不难想象，数据压缩的方法应该是很多的，但本质上不外乎上述完全可逆的冗余度压缩和实际上不可
逆的熵压缩两类。
冗余度压缩常用于磁盘文件、数据通信和气象卫星云图等不允许在压缩过程中有丝毫损失的场合中，
但它的压缩比通常只有几倍，远远不能满足数字视听应用的要求。
在实际的数字视听设备中，差不多都采用压缩比更高但实际有损的熵压缩技术。
　　只要作为最终用户的人觉察不出或能够容忍这些失真，就允许对数字音像信号进一步压缩以换取
更高的编码效率。
熵压缩主要有特征抽取和量化两种方法，指纹的模式识别是前者的典型例子，后者则是一种更通用的
熵压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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